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下行，更需激活民间资本

□本报评论员 崔滨

继铁路、电信、能源等行
业陆续公布鼓励民资发展的

“新36条”实施细则后，16日，
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旅游局同
时推出了鼓励民资进入的意
见措施。至此，出台细则向民
间资本打开大门的行业，已
经增加到了22个。这无疑是
一大利好：处于经济下行压
力中的中国，迫切需要来自
民间资本的增长动力。

在连续6个季度经济增
长放缓后，衡量经济发展的
GDP增幅近4年来首次跌破
8%。当外部市场的需求不再
稳定和旺盛，国内市场又面
临着压力，寻找下一个实现
经济V型反转的引擎，成为中
国眼下最为重要的问题。

随着在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中的比例上升到62 . 1%，民
间资本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力量，但在能源、交
通、金融和医疗等重要领域
中，民资始终无法跨越体制
与利益的“玻璃门”。

“ 向 民 间 资 本 全 面 开

放”，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旅
游局16日公布的“新36条”实
施细则中，这一条都是开宗
明义的第一原则，但就是这
一句“全面开放”，民间资本
已足足等待了7年。

2005年，“鼓励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36条”的出台，被誉
为当年最重要的政策成果，
但这一只围绕“放宽市场准
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

“完善社会服务”等7个问题
的原则性意见，公布5年却始
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直到2010年，国家再度出
台的“新36条”，围绕“市场准

入”这一问题，具体且有针对
性地划分了鼓励民资进入的
六大领域，但同样因为缺乏
实施细则，推进至今依旧未
见起色。直到今年2月，国务
院以6月底为限督促中央各
部委出台“新 3 6条”实施细
则。

从16日交通运输部和国
家旅游局公布的“新36条”细
则可以看出，无论在投资领
域还是投资服务、管理上，两
部委将对民资一视同仁，在
审批流程、投资扶持上做出
了具体的规定。与原则性大
于操作性、只鼓励无标准的

“新、旧36条”相比，此次各部
委的实施细则，让“36条”变
得具体而可操作。

虽然这些实施细则向民
间资本展示了真诚，但能否
真正落实、落实效果如何，仍
有待时间的检验。比如眼下，
在一些地方，收回私营车线
路经营权的客运市场调整，
就面临着国有与民资间的利
益较量。这些发生在我们身
边的真实存在的民间资本生
长困境，眼下到了急需破除
的重要关口。

温家宝总理近日表示，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

展的“新36条”相关实施细则
已全部出台，要抓好落实，尤
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
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
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
提振投资者信心。经济增速的
适度下行，恰恰为我们提供
了调结构、抓改革的动力，而
民间资本正是动力的源头之
一。寄望民间资本接力中国
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需要新
一轮更为深入的制度改革，
只有进一步开放市场、打破
垄断，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
界，中国经济才有可能迎来
更高层面的黄金年代。

时评
封二 2012年7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闫杰 组版：刘燕

□单士兵

广州番禺区在全区的
14家公办幼儿园中，拿出包
括直属机关幼儿园的几所
幼儿园作为改革试点，以摇
珠派位的形式，拿出学位对
社会公开招生。广州市近日
出台的《广州市公办幼儿园
招生工作意见》(征求意见
稿 )中的这一新规定，引来
广泛关注。“机关幼儿园是
为机关的孩子举办的，为什
么现在要拿出学位抽签？”
改革初期，确实有公务员表
示各种不理解，甚至有些抽
不到的公务员一时很难接

受。(7月16日《南方都市报》)

“机关幼儿园是为机关
的孩子举办的，为什么现在
要拿出学位抽签？”这话听
上去很委屈，还有不满，只
不过，没有半点道理，也不
值得任何同情。

机关幼儿园是用谁的
钱办的呢？根据1月11日《新
京报》的报道，在2012年广
州市部门预算中，8所机关
幼儿园获得的财政预算资
金实为8349 . 82万元。而在去
年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四
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对广东
8所机关幼儿园一年花费超
过6863万元就进行过强烈

质疑，现在还说“机关幼儿
园 是 为 机 关 的 孩 子 举 办
的”，实在有点无知，还是先
去问问纳税人同不同意吧。

“公务员很难接受”是
一个切口，让人看到很多领
域的改革为什么会裹足不
前，那就是，改革一旦触及
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马上
就会遭到抵制。

现在，很有必要把这种
公务员的“难接受、不理解”
视为一种警示信号，很多领
域的改革，最缺乏的并不是
路径与方式，而是决心。只有
最大程度地尊重民意，改革
才能拥有真正的动力。

“公务员难接受”揭示改革之难

与原则性大于操作性、只鼓励无标准的“新、旧36条”相比，此次各部委的实施细则，让“36条”变得具体而可操作。处于经
济下行压力中的中国，迫切需要来自民间资本的增长动力。

>>个论

□叶祝颐

据媒体报道，在只有
7 . 3万人参加高考的北京市，
北京大学今年的计划招录人
数为614人(含文理科医学部)。
这一数字，在有82 .5万人报名
参加高考的河南，变成了108

人，在有55万人参加高考的
山东，则变成了72人……有
关高校招生指标分配的问
题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热点，
这一新闻再次把招生公平
的问题摆上桌面。

其实，这种重点大学本
地化的现象并非只有北大、
清华。近年来，许多全国综
合性大学越来越地方化，它
们在大学所在地的录取比
例居高不下，甚至持续攀

升，俨然形成了教育割据的
局面。尽管一些地方政府与
所在地高校实现共建，但中
央财政拨款仍占重点大学
投资的大头，全国的纳税人
都为这些重点大学做出了
贡献。重点大学特别是部属
院校应该是属于全国人民
的公共教育产品，不是地方
的自留地。重点大学招生地
方化，剥夺了外地考生公平
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
机会，这对高等教育资源不
丰富、人口众多省份的考生
尤为不公平。

一所重点大学，如果学
生来自五湖四海，不仅有利
于地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更
可体现大学的博大胸怀。而
相对单调的生源结构，长期

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文
化、学术“近亲繁殖”的怪
圈，难免会抑制人才的自由
发展空间，这对大学自身发
展、对全国经济统筹发展、
对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都
没有好处。因此，重点大学
应该姓“国”，而不姓“地”。

在这方面，中国政法大
学已经先行一步，几年前就
建立了按各省市人口比例确
定招生指标的制度。令人遗
憾的是，目前还没有第二所
名校跟进。教育部应积极回
应民意，调整招生政策；更多
重点大学要树立“全国一盘
棋”的大教育观，摆脱狭隘的
地域意识。如此，才能体现教
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留住

“大学之大”的大学精神。

重点大学应该姓“国”不姓“地”

前段时间香港新特首开
始组建班子，和一个朋友开
玩笑，不如去谋 求 一 官 半
职，做个副局长或者政治助
理，薪水不低，好像事情也
不算太多。结果对方长叹一
声，“就算薪水比我现在高
出再多，想来想去都不值
得。”

——— 闾丘露薇 (香港媒
体人)

思想是需要一个空间
的，就像一株野草，如果植于

野外，自然茁壮成长，如果置
于盆内，或许就衰败了。有了
兴趣，才有自控能力。

——— 张维加(出生于1989

年，杭州人，正在牛津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天文
学会会士)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传
统道德的根基之一，周校长
的祝寿之举事实上也并非网
上舆论的质疑目标。问题出
在北大校长给九十大寿的母
亲下跪，应当受到广泛的“正

面报道”吗？大概不应该。孝
母应是公众人物的道德底
线，而非夸耀线。“北大校长”
在中国是一崇高职位，“北
大校长”向公众展示孝道
是令人意外的，人们对“北
大校长”的道德期待比这高
得多。

——— 评论员单仁平点评
北大校长周其凤13日在家乡
为老母亲下跪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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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近日，分别来自中非、阿富汗和南非的三名留
学生被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聘为城市管理志
愿者，与其他城管人员一起上街执法。这些穿着城
管制服的“洋面孔”一上街，就引来大量围观者。(7

月16日《新安晚报》)

“洋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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