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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圳圳汽汽车车““限限购购令令””傍傍晚晚袭袭城城
“执法队”封锁4S店禁止汽车交易，此前政府曾多次表态不限购

深圳市政府１２月２９日宣布当日
１８时开始实施小汽车增量调控管
理。这意味着继北京、上海、广州等
城市之后，汽车“限购大军”里又多
了一个重要城市。

比年底“傍晚鸡叫”限购汽车更
令人不解的是，此前深圳市有关部
门和领导曾经多次表示，深圳不会
采取限购私家车的手段缓解道路拥
堵问题，“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市
民出行方式”。余音犹在，却突然食
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确实令人不
太敢恭维。

应该说，深圳治堵也曾经力图
走市场化的道路，比如今年7月下了
个“狠”招：对停放在路外经营性停
车场的小汽车征收“停车调节费”。
按照方案，一辆私家车除了停车费，
每小时还要多交１０元或１２元。据称

“停车调节费”为深圳首创，目的是
通过经济杠杆增加市民用车成本，
调控小汽车使用，从而缓解城市交
通拥堵。但是，在很多大城市，面对

“停车费去哪儿了”的追问，很多部
门不是沉默无语就是拿出一本糊涂
账。在这种背景下，“停车调节费”的
正当性大打折扣，想必也很难达到
预想的调节效果并获得民意足够的
支撑。而这，或许是现在很多大城市
不敢、不去采取市场化手段治堵治
污的病根。

与市场化治堵治污调节手段相
比，行政限购、限行好处是见效快，
缺点是法律依据存疑，更有违反程
序正义的嫌疑。

我们始终不能忽略，身处市场
经济，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城市治
堵，市场化手段真的用足、用好、用
尽了吗？一系列问题真的可以“一限
了之”吗？这些，都需要城市管理者
再三考量。 据新华社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市
加入汽车限购大军？已经进行
汽车限购的城市交通拥堵现
象是否有所缓解？接下来，“限
字令”还将怎样蔓延？

为何青睐“限字令”？

尽管有人质疑一些地方
政府限购限行政策的合法性，
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
这些城市均已车多为患，交通
拥堵严重，以限购限行治堵无
疑“起效快”。

在天津，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２
年，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由１２０
万辆增加到２３６万辆。根据
２０１１年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
显示，天津市中心城区主干道
高峰时段平均车速为１９．５公

里／小时，比２０００年下降了
１８％，低于２０公里／小时的国
际拥堵警戒线，天津市区主要
交通节点已发生了较为严重的
交通拥堵，如不采取限制措施，
高峰时段将出现恶性拥堵。

真的一“限”就灵？

来自政府部门的数据显
示，部分城市在实施限购限行
政策一段时间后，取得了一定
效果。但一些“双限”城市市民
出行感受和有关报告则显示，
治理交通拥堵并非一“限”就
灵。

杭州市综合交通研究中
心的数据显示，和实施“双限”
前相比，全市道路拥堵里程，
早高峰从７４．１４公里减少至

６８．４７公里；晚高峰从７２．８６公
里减少至５５．３７公里。同时，早
晚高峰持续时间均明显缩短。

对于这些数据变化，一些
杭州市民感受并不明显。杭州
市民刘德敏说，限购刚开始的
时候感觉挺明显，七八公里的
路早高峰可以节约将近１０分
钟，但最近感觉原先的拥堵路
况又回来了。“同一时间出门，
堵在路上的速度感觉又回到
限购前了。”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
主任杨建华说，“限字令”并非
万能药。雾霾、堵车、噪音等由
汽车过多引发的“城市病”并
非中国独有，根本方法还在于
转变城市发展思路，出台市场
化手段等深层次的治理。

本报记者 王建伟 整理

据新华社深圳１２月２９日
电 ２９日下午，小汽车“限购
令”突降深圳，多部门组成的

“执法队”旋即封锁了部分
４Ｓ店，禁止汽车交易。

深圳市政府当天１７时４０
分突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
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
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
告》，抛出“限购令”，同时公
布“限外”方案。

发布会上，深圳市交通
运输委员会副主任陈惠港宣
布，２９日１８时起，在深圳全市
行政区域内实行小汽车增量
调控和指标管理。全市小汽
车增量指标暂定每年１０万
个，视道路承载能力、大气环
境保护需要等适时调整，其
中“５０％摇号，５０％竞拍”。电
动小汽车也在限购之列。每
年１０万个小汽车增量指标
中，２万个针对电动小汽车。

陈惠港表示，自２９日１８
时起，单位和个人购置小汽
车、小汽车过户、非本市小汽
车转入本市的，应按规定申
请取得本市小汽车指标证明
文件。

此前，深圳市政府主要
领导和深圳市交通运输委
员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多 次 表
态，深圳将以市场手段治
堵，不会采取行政手段“限
购”“限外”。对于“限购令”
空降的原因，深圳市政府
解释为深圳机动车增速迅
猛——— 截至今年１２月２０日，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超过３１４
万辆，近５年年均增长率约
１６％，２０１４年新增约５５万辆，
增速达２０．９％。

在新闻发布会后，记者
于１８时３０分赶到位于深圳香
蜜湖的汽车交易市场。起初
汽车销售人员表示抓紧时间
的话还可以买车，但不一会
儿由交警、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部门组成的“执法队”就赶
到现场，封锁了４Ｓ店，不让
顾客进入购车。一位没有买
到车的顾客说：“这样突然限
购太粗暴了。”

“执法队”中一名来自深
圳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是下午５时多接到
指示后赶到的，对所有店面
的销售情况和库存情况进行
核对整理。 据新华社

““限限””进进去去的的城城市市就就不不堵堵了了吗吗？？

追问

年底“傍晚鸡叫”

有失政府公信力

评论上海
1994年开始，上海首
度对新增的客车额
度实行拍卖制度，开
始对私车牌照实行
有底价、不公开拍卖
的政策。

北京
2010年12月23日，为了缓解机
动车保有量增长速度，北京宣
布限购。小客车配置指标将以
摇号方式无偿分配，机动车放
牌量为24万，平均每月2万个。

贵阳
2011年7月11日，《贵阳市小客
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出台，
规定专段号牌每月指标2000

辆，无偿摇号上牌。

广州
2012年7月1日起，对中小客车试
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其间广州
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12万辆。每
月1万个车牌指标将采用一半竞
拍和一半摇号模式。

天津
2013年12月天津市交通部门规定，在全市
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
必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2014年3月
1日起按尾号限行。

杭州
自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对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
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
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

石家庄
机动车到2015年底控制在210万辆以内；自
2015年起，每年小客车增量配额为9万辆，
按照每月7500辆进行配置。

深圳之前

已有7城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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