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2日上午，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
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人民大会
堂内的“部长通道”再次成为舆
论关注的焦点。财政部、司法
部、税务总局等多个部委的“当
家人”在此接受了记者采访。有
媒体报道，根据会议安排，今年
两会期间在“部长通道”上接受
采访的部长数量有望“创纪录”。

不足百米长的“部长通道”
之所以成了媒体报道两会的

“必争之地”，是因为在这里可
以直接听到各部委最权威的声
音。媒体对部长们的“围追堵
截”曾经是“部长通道”上的寻
常风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部
长也认识到了这段通道的重要
价值，在此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已成常态。“部长通道”就像一
个窗口，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
民生热点的变化，更能体验到
两会会风的嬗变以及新的“大
环境”对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潜
移默化的影响。

两会开幕以来，无论面对
的问题有多么尖锐，部长们在

“部长通道”上都能侃侃而谈，
金句频出。大到金融风险、国企
债务，小到大熊猫“蜀兰”的健
康，都能有问必答。即便以前罕
有亮相的国家信访局局长也站
在了“部长通道”上，不避敏感
问题，从容作答。这说明部长们
都是有备而来，他们来的目的
不是亮相，而是主动回应社会
关切。无论工作有多大的压力，
既然群众有关切和期待，部长

作为职能部门负责人就应该给
群众交个底。有时话不在多，一
个明白的态度就足以打消群众
的顾虑，比如国土资源部部长
姜大明在回答房屋70年产权到
期怎么续期的问题时，一句“请
大家放心”就胜过了很多专家
的猜测和解读。

面对媒体的镜头和话筒，
部长们都是站着即席发言，不
用端架子，给人的感觉是接地
气、很实在。他们之所以这么自
信，不是因为当前的舆论热点
少了，工作比以前好干了，而是
他们认识到了珍惜话语权，主
动发言，更有利于让群众了解
自己的施政思路。在改革的“深
水区”，利益博弈无处不在。部
长们在两会这个重要的全国政

治生活节点上，主动发布，先声
夺人，既能为改革制造声势，也
能以民意推动改革。“团结人
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
聚力”，新闻媒体的这些职责和
使命，部长们现在不仅明了，而
且善用。

虽然“部长通道”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但是它只能在特殊
的节点上起作用。各部委负责
人面对媒体的侃侃而谈不会止
步于“部长通道”，一定还会在
人民大会堂之外以常态化的方
式呈现。全面深化改革是从中
央到地方的全面发力、多点突
破，在中央，部长们在为改革鼓
与呼，在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也
应该不断跟进，共同唱响深化
改革的“中国好声音”。

让“部长通道”延伸开来

在改革的“深水区”，利益
博弈无处不在。部长们在两会
这个重要的全国政治生活节点
上，主动发布，先声夺人，既能
为改革制造声势，也能以民意
推动改革。“团结人民、鼓舞士
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新闻
媒体的这些职责和使命，部长
们现在不仅明了，而且善用。

让无人机好好飞，不仅需要实名制

□吴云青

近年，有关无人机非法飞
行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日
前，全国人大代表梁志毅建议
建立无人机实名登记制度。

无人机玩家被称为“飞
手”。从约束飞手的角度加强
监管，实名登记制度当然有
必要，但眼下的情况是，作为
一个新鲜事物，使用无人机
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程
序还不完善，甚至存在冲突
或空白。这些问题不解决，监
管依据就无法统一，此时单
方面约束飞手就会造成两种
结果：要么管得松了，制度形
同虚设；要么管得严了，判罚
不公，严重的还会扼杀飞手的
积极性，给无人机产业发展带
来阻力。

无人机集成了导航、飞行
控制、遥测遥感等多项技术，
不仅是娱乐产业的新成员，未
来还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比如民用无人机可以用于科
学研究、大地测量、管路巡线、
农林植保、气象观测等多个领
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无
人机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750
亿元，其中民用约占93%，可谓
前景辽阔。所以，制订相关法
规、标准和程序应该均衡考
虑，既不可纵容非法飞行，造
成公共安全隐患，也不能让飞
手没法“好好玩耍”，从而不利
于产业发展。

有媒体报道，原本出厂前
已设定禁飞区不可飞行的无
人机，圈内有卖家提供安装破
解模块服务来突破禁飞限制。
这仅仅是“无知无畏”的问题
吗？恐怕也不尽然。上个月，云
南昆明长水机场连发多起无
人机非法飞行事件后，新华社

发表文章提到，昆明设立的长
水机场禁飞区是1028平方公
里，而拥有无人机市场最大份
额的大疆公司官方公布的禁
飞区只有18平方公里。可见，
在禁飞区的确定上，政府与产
业之间的沟通可能存在问题。
而飞手就算想按政府标准来
飞，1028平方公里的禁区又是
否合理呢？

退一步说，一些机场情况
确实复杂，不具备飞无人机的
条件，而不少飞手在深山老林
上空都能飞。所以，政府没必
要让无人机去机场跟民航挤，
是否可以按照飞行难度细化
划分飞行区呢？

2013年民航部门出台暂
行规定，要求重量超过7公斤
的无人机以及飞入复杂空域
内的，驾驶员需要考证。然而，
民航局虽然于2014年确定了
无人机驾驶员资质管理机构
A O P A ，它 颁 的 证 却 不 太

“硬”。一方面，有这个证不等
于飞得好，很多航拍公司根本
不看你有没有证；另一方面，
由于法律还不明确，许多飞手
担心拿出这个证来，执法部门
不认可或不认识。上个月人民
日报报道，目前对无人机使用
者的飞行资质、行为准则等，
政府主管部门尚未制定相应
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更不
用说那些自行组装无人机的
飞手，哪里经过什么培训，又
有谁来向他们反复强调社会
公众的安全和权利呢？

飞手当然是使用无人机
的第一责任人，但只有在禁飞
区划定且合理、飞行资质明确
且形成标准培训体系的情况
下，实名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
用，帮助无人机产业健康有序
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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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信用网络，“围猎”造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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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红顶中介”

让环评更独立

□刘瑞明

日前，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工商
行政总局局长张茅就如何彻底
遏制假货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明确表示赞成马云“像打击酒
驾一样打击造假”的呼吁，并通
过构筑社会信用网络等手段来
实现打假。这一表态值得叫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
的生产能力与日俱增，形成了
风靡全球的“中国制造”。但是，
与之相伴的是，在中国法律体
系尚不完善、社会信用体制还
未成形、监管力量依然薄弱的
情形下，一些企业的造假动机
也被充分地释放了出来，导致

“中国制造”中鱼龙混杂，假冒伪
劣产品充斥其间。这种造假行
为直接危害到了中国企业的健
康发展。一方面，假冒伪劣产品
的横行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
争，通过“劣币驱逐良币”将正当
经营企业排挤出市场；另一方
面，面对大规模的造假行为，监
管部门的事后处罚陷入法不责
众的尴尬境地。

尤其是，企业的造假行为
还具有行业的“传染效应”。当
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时，消费者
难以区分行业中哪些企业是
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者、哪些企
业是低质量产品的生产者，这
时面对低质量竞争者，本来生
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也往往

“近墨者黑”，宁愿提供低质量
产品，从而引发行业的造假危
机。当整个行业形成一种潜规
则，较为普遍地生产假冒伪劣
产品时，“群体败德行为”将令
不造假的企业因为成本过高
而面临破产的危险。如此恶性
循环使得造假行为更加普遍，
治理起来也更加困难。

在市场经济中，除了政府
的监管和法律法规的惩罚外，
对造假企业最为重要的一种
惩罚机制就是消费者的“用脚
投票”。在企业造假的前提下，
一旦企业造假行为被曝光，消
费者会自动放弃与该企业的
交易，企业收益因此受损。正
是出于对消费者“用脚投票”
机制的敬畏和对长期利益的
考虑，企业才不会铤而走险。
但是，“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
用的一个前提是信息的充分
披露。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由

于转型时期我国信用网络未
能及时构建、信息披露和揭示
机制不健全，消费者难以有效
利用“用脚投票”机制对造假
企业进行惩罚，再加上转型时
期法律体系不健全、监管力量
不充足等因素，就导致一些企
业“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造
假来获取非法高额利润。

因此，在当前，构建完善
的企业信用网络体系，对于造
假行为的治理至关重要。在这
一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需要搭
建公开、透明、统一、集中的企
业造假信息披露平台，建立全
面、动态的企业信用数据库。一
方面，鉴于政府监管部门的权
威性和信息来源的准确性，应
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导，及时
公布企业的产品质量信息，特
别是对于造假企业的违规处罚
信息，使得造假企业一经发现，
立即为公众所知；另一方面，充
分发挥市场的力量，鼓励各类
媒体积极参与监督，鼓励对造
假行为的真实信息披露。

与此同时，建立违法企业
“黑名单”制度，并根据违法情
节依法进行处罚，对违法特别
严重者甚至不再允许其在任
何行业中进行生产、销售等行

为，从而形成一种对造假企业
的强有力的威慑，迫使其放弃
造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监
管成为造假信息能否及时、准
确地披露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完善的
企业信用体系和信息披露机制
的构建，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监
管部门发挥主导作用。

造假行为的横行不仅伤
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破坏
了行业生态，严重威胁着“中
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大量的
事实表明，以社会监督为核心
的信息披露机制是遏制造假
行为的有效途径。所幸的是，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近年来
在信用体系构建、信息披露机
制等方面进步明显。我们期
待，通过进一步构建公开、透
明、统一、集中的企业信用体
系和及时完善的造假信息披
露平台，配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和监管体系的完善，真正打
造出“企业自觉、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
治系统，切实遏制造假行为，
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
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葛媒体视点

葛一家之言

在今年的两会上，环保部
部长陈吉宁表示：“从今年开
始，不论是人还是资产，没有一
家环评机构跟环保部有任何关
系，我们把这件事情切割得干
干净净。”环保部率先进行的

“自我革命”，主动和“红顶中
介”切割，是对症下药之举，具
有表率作用。

“红顶中介”是过去环评乱
象的一个突出反映。环评机构
因为有官方背景，有权力没责
任，只要企业钱给到位，环评就
能包过。摘掉环评机构的“红
顶”，是治理环评领域乱象的重
要突破口。但也要看到，仅仅是
环保部门和环评机构的切割，
可能还难以保证所有问题迎刃
而解。因为环评本身也是一种

“权力”，它既然能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企业的生死，那么企业
就会有动力去“收买”。在目前
制度下，环评是由企业给环评
机构付费，即便是不存在腐败
的情况，环评机构也有可能受
到“金主”态度的影响。当环评
机构没有了官方背景，在市场
上求生存后，其独立性甚至更
有可能受影响。

所以，切割“红顶中介”只
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重要
的任务，就是要让环评机构真
正独立发挥作用，而不能摘了
权力的帽子，转身却投入资本
的怀抱。让人欣慰的是，环保部
门对此已做出了一些配套的制
度安排。比如建立全国环评监
管平台，所有的环评文件要上
传到这个平台进行公开。透明
是最好的监督，如果所有的环
评材料和结果不仅环保部门能
看，还都对社会公众开放，那就
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监督制度安
排。

“红顶中介”以及过去环评
领域的很多乱象，一个共性原
因就是其都在“暗室”里运作。
企业、环评机构甚至一些环保
部门达成同谋，外表看所有的
程序合法合规，但内里一推敲，
各项数据都是按需编造。要根
治这些问题，除了让环评机构
的身份更独立之外，更重要的
就是打开“暗室”，让民众以及
环境公益组织等更多的制约力
量能够起到监督作用。
（摘自光明网，作者敬一山）

葛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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