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就
收费公路改革提出“五问”，其中提
到“高速公路是否建得过多过快”的
问题。在高速公路“巨额亏损”的今
天，这个提问很及时，也有助于相关
部门扭转思路，及时“止损”，而不能
单靠延长收费期限弥补亏损。

交通运输部相关官员接受采访
时表示，根据《国家公路网规划》，
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约13 . 6万公
里国家高速公路网。目前已完成8 . 7

万公里，一些大通道还未完全贯

通，另有一些早期通车路段急需扩
容。因此，对“高速公路是否建得过
多过快”的问题给出了“还算稳步”
的答复。但现实还有另一面，除国
家高速公路网外，各省也有各自的
地方高速公路网规划。“国高”虽然
有序推进，一些“地高”却可能存在
过度建设。一些省份编制过于宏伟
的规划，有的甚至不切实际地提出

“县县通高速”。
所谓“要想富先修路”，经济发

展交通先行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
这些年一些地方为了争抢高铁、高
速公路过境也是拼尽了手段。但
是，也应看到超前的不切实际的公
路建设也会成为地方发展的包袱。
在一些地方，本来只需要修建一

级、二级公路就能满足出行需求，
但是修建一级、二级公路需地方财
政全部埋单，而修建高速公路则以
银行贷款为主。有专家指出，一些
省份片面追求GDP，把修建高速路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乃至提高政绩
的手段，而不管有无车流，更不考
虑如何还本付息。这样的高速公路
实际上就成了粉饰政绩的道具，亏
损也是必然的。

这些年，在高速公路陷入“巨额
亏损”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
的高歌猛进。有数据表明，很多中西
部省份的人均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
经超越日本。如果再对比一下人均
GDP，就不难判断这样的建设是不
是太超前。建得越多亏得越多，亏得

越多收费越多，如果高速公路陷于
这样一个循环，最终可能拖累地方，
殃及民生。所以，民众对高速公路无
限期收费有着深深的担忧。

不只是高速公路，一些地方的
机场甚至广场都建得过于超前。这
些看上去“高大上”的基础设施，真
正用起来效率很低。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固然需要适度超前，但是也要
明白过犹不及。老百姓居家过日子
最明白“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如果
高速公路无限期收费将成为很多
人难以承受的负担，交通运输部门
应该从民众的吐槽中读懂真实的
民意，在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的
同时也多修一些低成本不收费的
公路，给群众更大的选择空间。

“巨亏”的高速不该越亏越建

金融不是开大卖场，可以随
随便便就把实体门店搬上网，互
联网横扫传统行业的趋势不能自
然外推到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

国金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马鲲鹏认为，对于金融行业全球都
是重监管，安全、稳定和可监督永
远是第一要务，互联网最擅长的效
率不仅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需要
时不时被刻意抑制的。在绝大多数
时候，效率和安全是反义词。

点球、投票和抽签的共性在
于它们都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这
种合理性的核心则是机会平等。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教授表示，人类文明之所以选择法
律诉讼来处理纠纷，就像点球等规
则能够被普遍接受一样，其根本原
因也在于形式合理性。所以说，不

能达到实质正义的司法人们是可
以接受的，连形式正义都不能实现
的司法则是人们不能原谅的。

初始时期，其他家庭的房子
都处于均值水平，看着都差不多。
现在突然在其中冒出一个大房
子，显得那么突兀。对其他家庭来
说，这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情。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周业安看来，家庭受到情绪的
驱动，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而
社会成员容易受到这种情绪的传
染，从而形成社会整体上的非理
性。当攀比的出现和收入水平产
生了分离，就会助长奢侈浪费等
不良风气，这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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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贩定时定点”仅是监管第一步

葛公民论坛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需要适度超前，但是也要明白过犹不及。交通运输部门应该从民众的吐槽中读懂
真实的民意，在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也多修一些低成本不收费的公路，给群众更大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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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已经广东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有专家表
示，长期以来处于“地下”的食品加工
销售小作坊、小摊贩，有了法律保驾
护航。（8月3日《新快报》）

此条例被审议通过，无疑是有利
于小作坊、小摊贩的经营进一步合法
化、规范化，虽说只是地方条例，却具
有示范意义，毕竟流动摊贩的管理是
各个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

不过，“划定时间”、“划定地点”
的做法，仅是在监管上迈出了第一
步。比如在广东，“各类食品摊贩近30

万户，从业人员60多万人”，如何把这

么多人合理地安排到划定区域和时
段里经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处理不好，很难让摊贩们自觉遵
守，那又会回到城管与摊贩的“猫鼠
游戏”之中。

事实上，“定时定点”只是画了一
个“框架”，要想在这个“框架”里面，
把摊贩的经营意愿、和谐有序、利益
诉求、食品安全等等细节放进去，还
需要在监管中体现服务，尤其要考虑
居民和摊贩们的利益诉求。

很多时候，城市管理者容易陷
入到洁癖思维之中，出于管理的方
便就做出超越现阶段城市发展水平
的规划，在执法过程中受到指责、

“围攻”也就不意外了。如果这种思
维得不到改变，对管理的重视超过
了对人的关爱，“定时定点”很可能
沦为阻碍摊贩生存、伤及群众生活
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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