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使财政“埋单”，档案费也该公开

近日，一条“全国档案保管
费每年多达数十亿”的消息引起
关注。北京发改委回应称，北京
将进一步研究人事关系及档案保
管的减免政策，最晚将于 2 0 1 6年
取消；广州相关部门也表示，自
2 0 1 6年 1月 1日起，不再收取档案
保管费。

档案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尤
其对于那些并没有进入机关事业
单位或国有企业的“流动人员”来
说，其档案自然要有专门的机构
妥善保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档

案保管所产生的费用理应由财政
承担，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费用
标准以及相关的财政支出情况，
更应让公众看到“明白账”。

档案管理的确需要花费人力
物力，但这属于是公共服务的范
畴。按照档案法等，毕业生的人事
档案属于国家法定、强制执行、归
口管理的公共信息，档案保管的
公共服务性质毋庸置疑。因此，相
关费用理应由财政拨款给付，即
便委托就业代理公司执行，也应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消化。长期
存在的档案保管费，不仅加重了

“流动人员”的经济负担，还容易
造成“私自留档”、“弃档”等影响
管理效果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
看，取消档案管理费，让档案管理

回归公共服务属性，是值得肯定
的。

当然，人们关注的不仅是费
用由谁承担的问题，还在于现行
的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按照专家
估算，全国每年收取的档案托管
费达数十亿元，但这笔费用具体
是怎样使用的、包括哪些支出细
目，公众并不知晓。从以往的教训
来看，包含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
府非税收入，常常会因为收支不
透明，给腐败和浪费留下空间。所
谓“收支两条线”的笼统解释，显
然不能平复质疑的声音。更何况，
即便像北京、广州计划的那样，这
笔费用由由个人承担转为由财政
支付，本质上仍是取之于民。不管
是出于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还

是考虑到阳光政务的要求，都有
必要让公众看到“明白账”。

按照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2012

年下发的通知，人事关系及档案保
管费将于“三年后自动取消”，北京
和广州的回应也是来源于此。更值
得关注的是，档案管理体制能否以
此为契机，通过改革为公众提供更
便利的服务。比方说，南方人才市场
早在十年前就提出的档案电子化，
就是因为缺乏经费支持而搁浅，如
果相应的账目细则能够公开，让老
百姓看到其中的好处，卡脖子的经
费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毕竟，收
费方式的改变以及收支细目的公
开，只是一种手段，通过民主监督和
科学决策提高服务水平，才是公众
的根本期待。

收费方式的改变以及收支细目的公开，只是一种手段，在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之下提高服务水

平，才是公众的根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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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许峦林

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居民住
房深夜遭强拆事件，出现戏剧性变
化：被不明身份者将自己和妻子扔
进坟地的张红伟，接受采访时表
示：自己的行为犯了错误，对不起
政府。（8月13日《法制晚报》）

尽管当地村干部被停职接受
调查给了事件一点眉目，但这起事
件该如何走下去令人费解，尤其是
如何追责引人关注。

先前还在叫屈喊冤的张红
伟，突然就“大彻大悟”，承认自己
先前的固执，声称“对不起政府”，
并迅速签定了协议，真可谓“翻
脸”比我们这些读者翻报纸还快。
或无奈，或真心，背后的隐情令人
忧虑。

即使张红伟真心为固执己见
道歉，即使当地政府劝导工作做
得到位，先站出来低头认错的也
应该是拆迁工作做得不扎实的当
地政府，保护公民财产权人身权
不力的有关部门，以及强拆施暴
的“不明身份者”，无论如何不应
是被强拆者。

时至今日，这起强拆事件中的
诸多法律问题还尚未厘清。违法建
筑是否存在？漫天要价是否为真？

“不明身份者”究竟是谁？谁该为暴
力拆迁、强拉墓地承担法律责任？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的情况下，
来得太快的赔偿协议和“悔意”让
人不忍直视。目前为止，法律不止
一次被涉事方架空，张红伟的“满
意”充满玄机，难以让舆论满意，也
难让法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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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道歉的不该是被强拆者

葛一语中的

反腐与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关
系，反腐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最近反腐与经济增长的话题
引发热议，经济学家陆铭认为，反
腐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是主要
的，反腐和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增
长有长期正面影响。比如市场主
体会因为制度的改善而面临更为
公平的市场竞争，企业家可以将
精力更多放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和
创新上，而不需要将大量的活动
用于寻租行为。

要把资产和负债都搞清楚，
才能够判断地方债风险的大小。
借新还旧，是没有问题的。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认
为，判断地方政府还债有风险是
不准确的，因为除了看地方债，还

要看地方政府有多少资产。除了
土地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的
资产，国企还有大量的经营收益。
即便是中央发的国债，相当一部
分也是以新还旧，这不是什么新
奇的事。

仅强调透明度和信息公开是
不够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还在
于组织自身的能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
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
心主任金锦萍认为，信息公开分
为强制性信息公开和自愿性信息
公开，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
需要遵循一些原则，组织公共性
不一样，信息公开的标准也不一
样，不能一味去迎合大众的心理。
除此以外，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自
身的管理能力。

□彭忠富

一个项目前期至少要盖不少
于50个章，不同的部门都要审批和
验收。项目建起来，不算拿地成本，
有62%的利润都被政府以税费的名
义征走。（8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

跟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经济相
比较，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规
范，可谓“肠胃紊乱”，其主要表现
就是政府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什
么事都要揽在自己手上。

房产开发公司一个项目前期至
少要盖50个章，差一个章都可以让你
停工检查。这些审批部门是一家也得
罪不起。开发商为了项目尽早动工，

即使一切手续齐全，也只能“入乡随
俗”地去行贿，权力寻租自然就产生
了，而且这还是隐性投入。

房价高企，不少人用一生的积
蓄都可能买不起一套房子，整个社
会都在抱怨，要求降低房价，政府也
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就是收效甚微。
其实症结就与此有关。房企当然不是
政府插手的唯一受害者，其他的行业
莫不如此。“肠胃紊乱”是种病，有病
就得对症下药。转变机关作风，规范
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明确市场
制度是当务之急。另外要大力推行
简政放权，只有这样才能给企业提
供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消除
腐败的土壤。

放权不够，才会“盖章多”

互联网健康发展，需要政府
的积极治理，也需要互联网健康
环境的支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健康的环境更重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特别是要建
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众参
与、社会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
之所以越来越强调“社会协同”，
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并非万能，很
多公共事务单靠政府难以解决；
另一方面，即便政府有决心有能
力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否真的能
够解决，能否持久保证问题不再
发生，能够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还有赖于社会公众的关注、支
持乃至参与。

社会协同首先需要有一种共
识，这种共识不仅是政府与社会
之间的协同，还特别需要公众之
间的共识。古往今来，我们感受
到，每个人都有对“善”的追求。但
是，为了实现这种“善”，生活在公
共领域的每个人就不得不努力让
社会充满“正能量”。这种“正能
量”就是公众与公众、政府与社会
之间的共识。

当然，要想共识变为现实，还
必须有行动。社会的发展给我们
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精神文
化，也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政治文
明，特别是让我们明白：法治是实
现“正能量”的最佳方式之一。(摘
自《人民日报》，作者张洋)

葛媒体视点

网络治理须社会协同

忽视投机风险酿成“断供弃房”

在楼市持续下跌时，“断供弃
房”现象增多是必然现象，只要不
是大面积蔓延，就无需惊慌。其原
因，有的是部分业主确实因资金
原因导致“无力还款”，但还有一
部分是因为一些业主当初是奔着
投资目的购房，当房价下降导致
房产价值低于抵押贷款时，投资
者不再看好房价走势，就把风险
转嫁给银行，以减少自己的损失。

实际上，此前央行、银监会相
关负责人就对可能发生的“断供
弃房”做出过预警。不过，相关预
警更多是提醒商业银行进行风险
摸底、开展压力测试，尽可能防止
带来风险，并不能根本杜绝“断供
弃房”。业主“断供弃房”是主动
的，商业银行往往是被动的，提醒
商业银行注意风险只是在贷款

“入口”的环节努力。
目前，一些地方放松限购，希

望刺激住宅销量增长，带动房价
上行。但仅靠刺激政策，不利于房
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寄希望
于让投资客买房，从而消化市场
库存显然有悖调控初衷。“断供弃
房”多为投机客资金链断裂引起，
便是明显例证。因此，在目前各地
调控房地产市场过程中，必须警
惕松绑限购之后投机行为的死灰
复燃。从根本上说，政府要力争避
免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波动，既
防范“断供弃房”现象导致金融风
险扩大，还要避免金融机构过度
紧缩住房贷款，打击了市场合理
的住房信贷需求。必要时可考虑
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刚需购房抵
押贷款。（摘自《经济日报》，作者
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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