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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熔断机制需要“底线思维”

新年伊始，A股首个交易日便
连续触发两档熔断，沪深两市直接
提前收盘。据统计，沪深A股、中小
板、创业板共1233只股票跌停，千股
跌停再现。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

月5日表示，熔断机制是一项全新的
制度，其完善不是一步到位的，也
没有统一的做法，需要在实践中逐
步探索、积累经验、动态调整。

诚如邓舸所言，市场对新规则需
要有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在连续触
发两档熔断的几十分钟里，相当一部
分投资者或许正是茫然地看着指数
骤跌，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等到了

提前收市的消息。按理说，一档熔断
之后的暂停交易，提供的是一个冷静
期，可既没有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迅
速的信息公开，也没有监管方及时的
权威表态，让心乱如麻的投资者，尤
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如
何冷静呢？

资本市场有句话叫“信心胜黄
金”，很多时候，普通投资者的非理
性交易行为，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
的。如果要让市场冷静，让投资者
有信心，更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是
必不可少的。从1月4日沪深股市的
走向来看，越是接近跌幅5%的一档
熔断阈值，指数下跌的速度就越
快，而首度交易暂停后仅仅过了5分
钟，就触及第二档。很明显，踩踏般
的交易在起着作用，背后弥漫着恐
慌的情绪，加剧这一切的是权威信
息的缺失，投资者越是看不懂，越

容易做出非理性的行动。
的确，事情发生在中国A股股

市施行熔断机制的第一天，新机制
的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对于可
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监管者就真的
预料不到吗？熔断机制并非国内首
创，它被称作成熟资本市场的产
物，在境外股市也有过先例。就在
去年12月上交所、深交所、中金所正
式发布相关规定时，业内人士对可
能发生的加速下跌也有过分析。监
管部门和规则制定者，理应对新机
制下的各种可能性有充分预估，并
提前做好准备，在情况发生时及时
做出反应，而不是等到“段子”都满
天飞了，还无动于衷。

熔断机制的首日“公测”，让很多
投资者交了“学费”，新机制在实践中
的逐步探索完善，可以说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不能否认，相比于欧美发达

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国股市还很年
轻，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可
后发有后发的优势，那就是可以
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避免被前
人摸过的是石头绊倒。如果政策
制定者能够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很多“学费”不是必须要交的；如果
事前就没有做足准备，事后再强调

“没经验”，也难以令人信服。
由此不禁让人想到，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
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
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对于
新规则、新机制的推行者而言，“底线
思维”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熔断
机制的确是稳定股市的重要工具，但
并非仅仅暂停交易或提前休市这么
简单，若是应有的配套动作跟不上，
好的机制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就
别怪投资者把矛头指向熔断本身了。

监管部门和规则制定者，理应对新机制下的各种可能性有充分预估，并提前做好准备，在情况

发生时及时做出反应，而不是等到“段子”都满天飞了，还无动于衷。

□本报记者 刘德峰

进入采暖季后，接连肆虐的重
度雾霾，让城市居民们对空气污染
愈发难以忍受，雾霾成了“城市病”
的主要症状之一。2014年的数据显
示，作为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山东
省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是环境容量的约2 . 24倍和2 . 8倍。

其中超过全省46%的空气污染
物排放，来自省会城市群7市。同时，
省会城市群是火电、钢铁、建材、化
工等“两高”行业集中区，7市煤炭消
费量占全省40%以上，主要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污强
度分别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40%、
29%、39%。以上数据足以说明问题
所在：高污染、高排放的能源消费结
构和产业结构。

以常理而言，只要找准了问题，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就好了，但
事实证明，治霾没那么简单。虽然大
气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但不
少领域都存在“多头管理”现象。以
济南市民们已颇感焦急的“东部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及落后产能淘汰行
动”为例，这项行动由济南市发改委
牵头，市经信委、环保局、安监局、财
政局、国土资源局、规划局、城乡建
设委、国资委、历城区政府等众多政
府职能部门及企业单位参与，涉及
高额搬迁费用、企业周边市民供暖、

就业和安全生产等方方面面的问
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系统工程。

在这之中，列入搬迁改造名单
的企业讲成本、民生和安全，在重污
染天气应急状态下出现超标排放，
也要强调全天的排放均值达标；肩
负经济管理职能的部门讲如何为企
业减轻负担，不让各项检查打扰企
业发展……众多参与者应对同一个
污染源，却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这
才是污染治理进度缓慢，甚至在部
分环节出现卡壳的根源所在。

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燃
煤、扬尘和机动车等其他主要空气
污染源的治理同样如此。于是，治霾
的关键就成了如何形成共识，把各
有关责任部门的管理重点统一到治
理大气污染上。从经验来看，将环保
工作真正纳入地方考核体系才是解
决之道。在环保部推广的“兰州模
式”中，“治霾”成了兰州干部的考核
指挥棒。据统计，2012年 ,兰州市有2

名治污不力的正县级干部受到撤职
处理，2013年55名干部受到诫勉谈
话、免职等处理。2014年以来对3名
县级干部及22名其他治污不力的人
进行了效能问责。当官员的政绩考
核与环保绩效挂钩，兰州摘掉“黑帽
子”，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

当然，而从更长远来讲，如何为
企业提供产业转型的软着陆渠道，
制定一个系统、科学和多方公平博
弈之下的解决方案，仍需要在“治
标”的同时做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聚焦“城市病”系列谈之一

调整“指挥棒”，形成治霾合力

评论员观察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地方
的医托现象较为普遍。比如，有两
家医疗咨询公司，员工共计600余
人，他们绝大部分假扮成医生，通过
微信、QQ等新媒体软件和商务通软
件，为其集团旗下至少20家医院“招
揽患者”。这些“网络医托”已经覆盖
了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等一二线
城市，正不断向三线城市扩张。

坦率地说，这些现象是互联网时
代的顽疾，有网络与社交软件，“托”
必然会钻空子。但是，我们不能向互
联网时代“兴师问罪”，因为症结并不
在于此。医托现象不仅仅是网络上存
在的问题，在一些公立医院附近也存
在医托。医托正像倒卖车票的黄牛一
样，不从制度根子上解决问题，就会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些不道德的民营医院与“医

托”之间的合作，与公立医院以往
的“以药养医”大同小异，都是院方
的寻租与趋利行为导致的。以往
的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现象普
遍存在，它对公立医院正常运转
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财
力较为充裕、医改逐步推进之后，
以药养医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我
国的新医改，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祛除“以药养医”的痼疾，重
构医院、药品采购与诊疗方式之间
的良性关系。

在推进公立医院祛除以药养
医的时候，更不能放任民营医院

“以托养医”。“十三五”规划建议提
出，推动公立医院不断走向公益
性。我们也期待医疗方面能够完善
立法，比如尽快推出卫生法，打击
各种医疗贿赂与寻租，完善对公私
合营、合作共建等模式的规管，出
台对于医托行为的硬约束。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不论线上线下，医托有共同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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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早上7点多钟，银川的天空还
没有完全冲出黑夜。那样的清晨，
会有哪些人一大早就跑去赶公交
车呢？可能是急着上学的孩子，可
能是要上早班的职员，或者还有
早起买菜的主妇……他们都是普
通的市民，在自己的生活轨道里
忙忙碌碌着，一路小跑或者等待
多时，总算是坐上了那趟公交车。
然后，很多人就没有然后了，只是
以数字的形式出现在新闻里。

当这辆悲情公交车熊熊燃烧
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人们已经知
道，这不会只是简单的自燃事故；
若只是车子的缘故，断不可能瞬间
烧成这样，也就不会伤亡如此惨
重。最大的可能是人为纵火，就像
2013年6月7日，陈水总在厦门BRT

公交车上用汽油纵火；就像2014年7

月15日，欧长生在广州301路公交车
上引爆自制爆炸装置。这一次，宁
夏警方已初步判断是一起蓄意犯
罪纵火行为。紧急协查通报中的嫌
疑人名叫马永平，一个80后，谁也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的
作案手法，却很可能正是“师从”陈

水总、欧长生。
关于公交车安全，之前公众担

忧最多的是久治不绝的小偷小摸。
可是现在，我们却不得不面对另一
个更严重的问题：公交车已然成为
犯罪分子暴力发泄的惯用场所。那
些“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的
人，总是丧心病狂地拿公交车逞凶
来“报复社会”，因为在人多的公交
车上作案最容易“搞出大事”，而在
公交车上实施犯罪的门槛又是那
样低，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检查或者
防范程序。

应该说，以往几次公交纵火
案后，不少地方都有所行动，有的
在公交车上配备了安全锤，有的
在汽柴油零售环节推行了实名登
记制，有条件的地方还给每辆车
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目的只有
一个，既然无法做到提前准确识
别哪个人是可能的纵火者，那就
尽量提高公共交通的安全性，不
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机会。尽管
这样做会有很大的成本，但别忘
了生命高于一切。事实上，这起案
件的发生，也恰恰暴露出安全短
板的存在，短板哪怕只升高一寸，
很可能就保护了很多的生命。

□张西流

又是一起公交车纵火惨案，
令人痛心扼腕。残酷的现实表明，
一旦有人在公交车上纵火，再有
效的逃生方式，再得力的救援，也
难以避免人员伤亡的悲剧发生；
特别是，这些被动的防范措施，未
能遏制纵火等危害公共安全事件
的发生。

从各地公交纵火案中可以看
出，纵火者报复社会，均源于生活
和心理压力，使其不堪重负，又得
不到外力助其化解。换言之，纵火
者报复社会，反映出社会干预机
制缺位。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也
是矛盾的多发期，而整个社会无
论是来自政府的制度建设、公共
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救济，还是
来自民间组织的各种服务，都是
不健全、不完备的，甚至很多根本
就没有建立起来。

一些社会个体，尤其是那些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很难找到某种适合自己解决问
题的渠道，压力的积累很可能
导致心理的扭曲。而另一种情
况也同样需要引起重视，那就是

现代生活的陌生感和孤独感。很
多报复社会的人，很可能清楚自
己的问题别人根本无法帮助解
决，很可能仅仅需要一个可以倾
诉的机会，而现实所能提供的渠
道却非常有限。

公交车纵火案频发，当反思
干预机制。如果不能完善各项公
共服务体系，不能使社会变得更
加公平公正，即使通过法律严惩，
使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逝去的无辜生命也无法挽回了。
很多时候，人们只把个案当做个
案，却讳言社会层面的问题，这是
因噎废食。即便没有达到纵火犯
罪的程度，我们身边又何尝不是
充满戾气？谁又能保证这样的戾
气能够全部自行散去呢？

再极端的案件，尤其是蓄意
为之的案件，总能从作案动机中
发现背后的社会问题。眼下案件
仍在调查之中，但愿调查结果和
案情分析公开之后，这起案件能
够引起持久的反思，而非过眼云
烟般被迅速遗忘。

“公交大火”暴露安全短板

重视案件背后的社会因素

去年年底，也是时隔37年之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焦点
放在了解决“城市病”上。新年伊始，本版推出“聚焦‘城市病’系列谈”栏
目，听听本报记者在不同领域有着怎样的观察与思考。 ——— 编者按

5日上午7点，宁夏银川301路公交车失火，截至当日16时已造
成17人死亡。银川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蓄意犯罪纵火行为，目前
正出动警力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围捕。（1月5日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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