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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公
告，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
整治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
专项执法行动。其中，公交IC卡工本
费高于成本将重点调查。不少媒体
在报道或转载时，用了一个生动的
表述：“工商总局‘剑指’公交IC卡押
金。”只不过，面对如此凌厉的出招，
被“剑指”的一方似乎没有反应，几
天时间过去了，地方上的公交公司
也好，核准押金标准的物价部门也
好，没有一个出面回应的。

本以为有工商总局撑腰，长期存
在的公交卡押金问题终于要解决了，
现在看到这个“利剑插进棉花堆”的
场面，难免让人心灰意冷。按照目前
的规定，办公交卡需交多少押金，决
定权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就是说，
押金过高的问题，在地方层面就能够
自行解决。现在不仅没能“自行解
决”，连自上而下的“提醒”都得不到
回应，这里面反映出的态度问题，显
然要比押金过高严重得多。

事实上，针对公交IC卡押金问
题，押金过高且标准制定缺乏公开
性、透明性，早已成为共识。为公交
卡押金提供合法性的《集成电路卡
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其实并没有
规定押金一定得收，只不过给地方
上制定押金标准留了口子。也就是

这个口子，给考验地方管理者的“任
性”程度提供了机会，有每张卡押金
30元的，有每月一元折旧费的，有全
城只设一两个退卡处的……给人的
感觉就是，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反正
只此一家，别无他选。

话说回来，工商总局此次发文，
针对的就是公用企业对垄断地位的
滥用，公交IC卡成本问题之所以被
定为重点，很可能就是因为它最能
体现垄断的“牛气”。所以说，没人

“接招”也就不奇怪了，因为公交公
司要“赚钱”，地方政府想少拿补贴，
都得从这个垄断地位上想办法，自
然也就不可能积极配合自上而下的
专项执法了。以前是拒绝市民申请，
不对成本公开，现在是遇到上面调
查，集体保持沉默，这都是对既得利

益的坚守。
总额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公

交卡押金，确实不是小事，但这种不
仅不主动解决问题，还消极应对各
方压力的态度，显然更值得重视。往
大了说这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能
否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突破
精神；往小了说涉及一座城市的治
理，相关部门与群众的沟通如何，有
没有解决问题的畅通机制。更为理
想的状态是，公交卡押金这样的问
题，有决策权的地方政府倾听民声、
主动解决；就算是因为种种原因耽搁
了，在面对自上而下的提醒时，也得
积极行动起来。否则的话，对自上而
下的“剑”沉默以对，看似无招胜有
招，实则侵害了群众利益，侵蚀了政
府威信，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内伤。

公交卡押金被“剑指”，最怕无人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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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交卡需交多少押金，决定权不在中央，押金过高的问题，在地方层面就能够自行解决。现在不仅没能“自行
解决”，连自上而下的“提醒”都得不到回应，这里面反映出的态度问题，要比押金过高严重得多。

葛舆论场

让肉菜“飞”
不需要统计数据，百姓

们也能感觉到春节后菜价肉
价的疯涨，而刚发布的三月
份CPI数据更是印证了这一感
受。食品价格上涨7 . 6%，蔬菜
价格上涨35 . 8%，畜肉类价格
上涨16 . 5%，成为CPI同比上涨
2 . 3%的主要源头。而官方数
据，似乎印证了年后就开始
的通货膨胀之忧。

□魏新丽

“百度百家”的撰稿人张翼轸在
评论《别管猪价菜价，都是杞人忧天》
中解释道，“CPI其实最容易产生误导，
因为有两个不安定分子：食品价格和
能源价格。”因此，涨价是一个短期局
部供求关系造成的经济现象，而非货
币增速过快导致的货币现象。

财经专栏作家廖宗魁则更进一
步，把关注点放到了经济回暖上，

“在连续四年多同比负增长，今年前
三个月降幅连续收敛后，PPI（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由降转
升。因此，此轮CPI上涨去掉食品涨
幅的影响外，反而是值得乐观的。”

面对如此光明“前途”，《环球时
报》却从民生角度发现了痛点。评论
员单仁平在《肉菜非正常涨价，政府
须高度重视》中指出：“肉菜涨价，所
有消费者都受损，它尤其会影响低
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它抠的是人

们过日子的钱包，冲击的是人们反
映在每天甚至每顿饭上的购买力，
所以它是千家万户的共同关切。”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城市市民
们压力大点，菜农们多赚一点，未尝
不可。但《新华每日电讯》时评作者
毛建国的《肉菜涨价农民得利几
何》，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在农产品
的供应链条上，生产环节处于底端，
附加值最低，风险最大。而且，农产品
价格的上涨，农资也往往跟进涨价。
农产品涨价之后，往往迎来市场的新
一轮追捧，农户增加投入、扩大生产，
最终供应过剩，导致价格暴跌。”

于是，菜贱伤农，菜贵也伤农，
究其根本，还是流通环节出了问题。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菜价狂涨，
“蒜你狠”何时匿迹》就写道：“不鼓
励甚至阻碍农户直接与城市的农产
品市场对接，是造成目前蔬菜交易
环节太多，进而令中间商掌控信息、
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得以实现的重

要原因。”作者朱达志分析称，这跟
城市建设理念有关，“我们的城市政
府对农民进城做买卖是排斥的。”

对此，《央广财经评论》特约评
论员、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
萍提出建议，一方面要让信息衔接
得更好，比如通过农超对接、农批对
接的方式，通过订单农业使农民能
够按需生产。另一方面，应该由国家
推动农民去发展农业合作社，提高
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农业对整
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正如《新京报》在
社论《肉菜价格上涨并不意味着滞胀
来临》中含蓄指出的，政府应当看到
潜在的通胀压力，以及压力背后民间
投资除跟风投机外出路太少的现实，

“要合理引导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
避免物价高涨引起经济剧烈振荡和
心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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