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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明年限购继续，楼市推手该歇歇了

□特约评论员 周俊生

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12

月25日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
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2013年
会继续实行限购措施，要坚决
抑制投机、投资性住房需求，
支持合理自住和改善性需求。

住建部的这个表态，对
于近期我国一些城市房地产
市场出现的量价反弹现象，
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本轮房

地产市场调控开始以来，房
价经过最初的僵持，从去年
开始出现微幅下跌，准备购
房的群体处于观望状态，他们
渴望房价继续下跌。但是，从
今年下半年开始的房价反弹
扰乱了他们的这种观望，由于
担心房价开始上涨，这部分力
量蜂拥进入市场购房，从而造
成了目前的成交量上升和房
价持续上行，虽然幅度很小，
但它对市场的影响却在不断
扩散，诱导更多的人放弃观
望入市购房。

对房价走势持观望态度

的这一人群，他们需要考虑
的不仅是这种市场因素，更重
要的是下一步市场调控政策
的走向。在持续多年的房地
产调控政策的压力下，我国
商品房价格结束了前几年的
疯狂上涨，但这是行政干预
与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特
别是很多城市执行的商品房
限购政策，将原来盘踞于市
场中，甚至左右了房价走势
的投资投机力量基本清除出
市场，对抑制房价所起的作
用是十分显著的。但这种限
购毕竟是行政干预措施，因

此市场上不断出现限购将取
消的传言，这对准备购房的
人群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

现在住建部明确明年将
继续执行限购政策，这无疑
是给那些忐忑不安的准备购
房 群 体 吃 下 了 一 颗“ 定 心
丸”。必须看到，虽然限购政
策是一种行政干预，似乎不
符合房地产市场所倡导的市
场化路径，但是，住房是一种
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住房
所依赖的土地，在我国处于
稀缺状态，但它又是人们生
活的必需品，因此对于房地

产市场的管理必须奉行市场
化与公平性兼顾的原则，而
投资投机力量在市场的出
没，挤压了民众合理的自住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造成了
民众在住房使用上的不公
平。因此，抑制投资投机势
力，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
调控来说，应该是一个长期
目标。即使房价下行到了能
够让大多数普通民众接受的
程度，在一些大城市仍然必
须长期执行限购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
市场曾经作为拉动经济的

“龙头产业”，在以往受到了
地方政府的过度拉抬，投资投
机势力肆意炒作，再加上一些
推手在背后兴风作浪，使得房
价长期扶摇直上。目前，限购
政策的执行使这个“龙头”不
复存在，这对地方政府也形成
了考验，今年以来一些地方不
断出现的对限购政策进行微
调的动作就反映了这种现实
困境。地方政府必须放弃对
房地产市场的迷思，不打折
扣地执行住建部的要求，让
房地产市场真正能够满足民
众的自住和改善性需求。

地方政府必须放弃对房地产市场的迷思，不打折扣地执行住建部的要求，让房地产市场真正能够满足民众的自住和改善善性需求。

□郑连根

江西幼儿园校车事故
又有了新进展：江西省贵
溪市滨江镇人民政府与死
者家属签订交通事故协
议，同意以现金形式一次
性赔偿死亡赔偿金等一切
费用共计人民币48万元整。
发生了事故，当地政府在
一天之内迅速赔偿，这是
应该的。但是，仅快速赔偿
是不够的。若不真正吸取
教训，快速赔偿难免有靠
赔钱来“摆平”家长、推卸
责任甚至保住某些官员乌
纱帽的嫌疑。

一年多来，校车事故

频频发生：2011年9月26日，
山西介休发生校车事故，7

死5伤；2011年11月16日，甘
肃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
发生校车事故，20死44伤；2011

年12月12日，江苏丰县首羡镇
发生校车事故，15死7伤；此后
还有云南广南县曙光乡、广
东省阳春市等地发生校车事
故。校车事故如此密集发生，
原因不外乎超载、司机操作
不当、校车无资质等。应该
说，这些原因并不复杂，但校
车安全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
的解决，最关键的就是相关
方面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

每次校车事故发生
后，人们都会强烈要求反

思，一再呼吁出台措施，保
障校车安全。在各方的共
同努力下，校车安全管理
条例、校车新国标等法规
相应出台、生效。可是，对
照这次江西幼儿园的校车
事故，我们就不难发现，相
关规定在事发地完全成了
一纸空文。出事的这家幼
儿园未经审批，开车的司
机只有一年驾龄，驾驶的
校车只有7个座，却足足坐
了1 7人。违规到了这等地
步，当地政府为何视而不
见？

事前不肯认真吸取教
训，悲剧发生之后就只好
靠迅速赔偿来“摆平”家长

了。这样的校车事故处理
模式，江西贵溪市滨江镇
政府不是首例，以前发生
的校车事故，事发地的处
理模式大体上也是如此。
事实证明，仅靠政府赔偿，
校车安全问题不能引起各
方的足够重视。如果没有
更严厉的问责相配套，事
故之后的快速赔偿往往就
成了当地政府花钱卸责、
花钱买稳定的一种“危机
公关术”。各地唯有将校车
安全管理条例及校车新标
准等政策法规落到实处，
才 能 走 出 此 类 事 件“ 事
故——— 赔偿——— 事故”的
循环模式。

□钱兆成

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
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后，
各地和各部委纷纷跟进出
台配套规定，要求在接待
工作中不安排豪华宴请、
不喝酒。市场是最敏锐的。
12月24日，白酒股全线大幅
下挫，其中，龙头股贵州茅
台大跌5 . 55%居首，股价一
日蒸发125亿元。

抛开股价不谈，扪心自
问，我们对于茅台的认知有
多少？恐怕很多人对茅台的

认知仅仅停留在媒体的宣
传层面，至少笔者还没有喝
过茅台。可以说，茅台股价
是否蒸发125亿与普通民众
并没有很大关系。如果非要
扯上关系，可以说茅台离

“国酒”的称号更近了，更多
的普通人或许有机会品尝
一下传说中的茅台酒了。

一句禁令，茅台酒的
股价就宛如将酒洒在火上
一般，快速蒸发了。为何如
此？茅台总经理刘自力曾
说过，茅台是上层社会的
首选品牌，“三公”消费限

制对茅台销量的影响不大，
反而促进了茅台的发展，坏
事变好事。这一段表述实际
上是不打自招。更有业内
人士表示，茅台酒六七成
的销售都是来自政务消
费。茅台过度依附于公款
消费，在不安排豪华宴请、
不喝酒的禁令之下，白酒
股全线大幅下挫也是必然。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茅
台要成为“国酒”，茅台酒厂
首先要担负起一个成熟企
业的社会责任。作为民族品
牌，“国酒”茅台不能长期远

离百姓。茅台在奢侈与高档
之路上一路走到底，主动与
老百姓拉开距离，没有承担
起传承中国传统酒文化的
责任，反而以上流社会自
居，疏离大众。需知道，接地
气、服务大众不仅仅是一个
企业的责任，更是一个企业
的生存之本。

茅台曾经的荣誉源于
其价值得到了全社会的认
可，而当一种酒让公众喝
不起、看不懂时，那这种酒
的命运还能有多少人真正
关心呢？

股价大跌的茅台才更像“国酒”

花钱善后别成了“摆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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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12年1月到11月全国
财政累计支出10 . 5万亿元，而
2012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指
标为12 . 4万亿元，由此预估：
12月份将有约1 . 9万亿元的预
算资金待支。

对此，财政部财科所副所
长白景明表示，虽然今年底财
政支出规模较大，但并不违反
预算管理规定，“突击花钱”这
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日本
也是如此。

白景明的这一判断引发了
公众质疑：年终突击花钱不违
规？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年底
突击花钱难道也是国际惯例？

>>媒体视点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社会蓝皮书》的一份报告中，
对12所高校超过2000名学生
进行的调查显示，约有七成的
大学生认为自己在当地属于

“下层”和“中下层”。
自认中下层，是比较而来

的。按照正常的逻辑，一个刚
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多少工
作经验，不可能也不应该居于
上层，可以说，中下层是他们
人生的必经驿站。仅仅是这一
点，大学生们并不会意志消
沉。问题的关键是，向四周看，
一些人靠着拼爹拼关系，很轻
易地就把他们甩在了身后；向
前面看，前方的道路崎岖不
平，他们看不到未来有跻身上

层的希望。这里，同样对应着
社会公平机制的缺失，这才是
最值得担心的。

自认中下层，不能永远中
下层。大学生一时身处中下层
不要紧，他们不会在意；要紧
的是，再多努力也改变不了命
运，只能永远中下层。阶层的
板结固化，是一个社会失去活
力的开始。我们应该推进社会
公平建设，给大学生一个可以
期许的未来，“让青春焕发出
绚丽的光彩”。

(据《中国青年报》，作者：
毛建国)

自认中下层不能永远中下层

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了加强网络信息保护
的决定草案。无论对于保护网
民个人合法权益，还是营造健
康有序的网络环境，这都是一
个积极信号。

有共识，才有合力。网络
要健康文明蓬勃发展，这是一
个共识。而要实现健康文明蓬
勃发展，另一个基本共识应该
是法治。以法律规范网络生
活，这是网络发展最根本的保
障。

在现代社会，任何法律的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公民
的权利、自由与尊严。在这个
意义上，不应将立法狭隘地理
解为某种“管控”，更不应将网

络立法与网络发展对立起来。
相反应该看到，对网民来说，

“法无禁止即自由”；对网络管
理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
加强网络立法，不仅是对网络
违法犯罪的震慑，更为网民维
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法律基础，
将网络管理纳入了法制轨道。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
行”。让法治为网络发展护航，
保护权利、规范权力，我们的
网络才能更文明、更健康、更
安全，并由此涵养激浊扬清的
网络“正能量”、培育良性互动
的社会新格局。

(据《人民日报》，作者：王
兆雷)

以法治涵养网络“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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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花钱不违规？

糊弄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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