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从国家电网公
司获悉，已征收50多年的城市
公用事业附加费近期被取消，
此举可使我国平均每度电价降
低1分1厘左右，按全国销售电
量计算，每年可节约全社会用
电成本约350亿元。

每度电平均降低1分1厘，对
于居民用电来说可能没什么感
觉，一年也省不了几个钱，但对
于商业用电和工业用电来说，却
是实实在在的减负，堪称一个政
策性“红包”。更重要的是，取消
电价中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此举开了一个好头，它说明有些
附加费不甚合理或已然过时，是
应该取消并且可以取消的。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包含
在电价中的附加费其实有七项
之多，其中向用户直接征收的就
有六项，包括城市公用事业附加

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农
网还贷基金等。这些收费项目有
的闻所未闻，但广大居民一直在
交纳，譬如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已经征收了50多年。再譬如，从
1992年开始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
金，三峡工程建成后，又改名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继续征收。

众所周知，在“费改税”的时
代背景下，很多收费项目被陆续
取消，公民和企业法人对于国家
的经济义务，越来越多地体现在
纳税上，越来越少地体现在交费
上。城市公用事业、水利工程建
设、水库移民等等要花钱，教育、
医疗、社保等等要花钱，政府应
通过征税获取资金，用税收资金
来搞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从而
逐步取消收费项目，减少对于收

费的依赖。尤其是近年来，中央
一再强调要给企业“减负”，多次
清理不合理、不必要的收费项目，
赢得社会舆论一致赞誉。取消电
价中的城市公用事业收费，既符
合中央精神也符合时代潮流，那
么人们自然要问：包含在电价中
的其他附加费，有的是否也应该
取消？什么时候才能取消？

实际上，不只是电价，水价、
油价、公路收费中也包含着不同
名目的附加费。譬如，前不久一
些地方取消水价中的城市公用
事业附加费，一时成为各地媒体
竞相报道的新闻；再譬如，我国
成品油价中不仅包含增值税、燃
油税、城建税，还包括教育附加
费，这些税费占油价比重达到
40%；还譬如，现在不少公路收费
站（点）仍在加收或代收教育附
加费等非公路收费项目；人们乘

坐飞机，以前得交机场建设费和
燃油附加费，后来则改交民航发
展基金……

附加费名目繁多，不便一
概而论，有的附加费当时是必
要的、合理的，现在则未必仍然
必要而合理。但凡收费项目，向
来设立容易取消难，取消收费
往往面临巨大的阻力，需要有
壮士断腕的魄力、“自我割肉”
的勇气以及让利于民的胸怀，
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上层行政
力量的推动。

分散于各种价格、包含在各
种收费之中的附加费，到了彻底
清理的时候。不合理或不合时宜
的收费项目要坚决取消，应该保
留的收费项目也要向公众充分
说明缘由，并公开资金流向，以
看得见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来为附加费正名。

还有多少“附加费”有待取消

住房租赁市场兴，房地产市场就能稳

“驴友自付救援费”不是一个好办法

葛试说新语

让车牌号回归

数字识别本意

公安部近日部署启动机动车
牌管理改革程序，推广应用全国
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
统，优化管理服务，健全监管制
度。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
旨在保证号牌发放更加阳光透
明、更加便民高效，不断提升广大
车主切身感受和满意度，不断提
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

车牌号本来只是一个交通
管理识别符号，并无特别的附
加意义，但在流俗炒作之下、权
钱勾兑之间，立马成为含义隽
永的VIP。这里其实存在两个
问题：一是公务用车的“O号”
偏好，二是权贵阶层的数字迷
信。说到底，无非是特权之彰
显。这些年来，不少地方部门已
经在车改洪流中主动“泯然于
众”。比如早在2014年，武汉市
公安局公务用车“鄂O”号牌就
启动了更换工作，公安专段号
牌的公务用车换发“鄂A”普通
号牌，并被纳入公务车管理。类
似这样的变革，颇受好评。

不过，“好车牌”究竟该不该
单独拎出来拍卖，或者车牌资源
该不该区别对待，这些问题历来
臧否有之。不管怎么说，置于公
平合理的制度框架内依法配置，
这是规则的底线。根据公安部新
规，机动车牌管理改革将实现

“三个统一”：统一号牌号码发
放，号码资源全部通过计算机系
统公开向社会发放，号牌发放方
式全国统一。此外，统一号池维
护管理，统一号码资源监管。既
然“号码资源全部公开向社会发
放”，起码给公众两重期待：一是
普通市民机选“好车牌”的概率
真正平权，二是彻底杜绝了“好
车牌”暗箱操作的牟利空间。果
真如此，车牌号上变味的价值情
结可能就被雨打风吹去，车牌号
真正回归最初的数字化管理之
本位。

一块铁皮，非要在数字排
列上分出“三六九等”出来，还
裹挟着权力长袖善舞的诸般魅
影，实在与公共治理现代化的
方向背道而驰。车牌号既然迟
早启用统一系统，监管好这个
系统，让特权与特牌成为翻页
的历史，车在路上，莫名的戾气
也许会少一些。（摘自《北京青
年报》，作者邓海建）

□江德斌

6月1日，修订后的《安徽省
旅游条例》正式开始施行。根据
该条例的规定，旅游组织者和
个人不得在禁止通行、没有道
路通行的区域开展风险性较高
的活动，一旦被困要求救援，旅
游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不
仅需要自掏腰包承担相应费
用，还有可能面临罚款。安徽省
旅游局表示，并不是全部救援
费用都要被救者支付，而是承
担一定比例的费用。制定该条
例的目的是为了震慑，不让驴
友轻易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

由于驴友遇险的地段大
都是高危风险区域，存在位置
偏僻、线路艰难、环境复杂、天
气变化快等因素，导致救援难
度相对较大，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和物力资源，救援费用很
高。显然，“驴友自付救援费”
增加驴友的探险成本，可逼迫
其增强风险意识，并降低政府
或景区承担的救援费用。但

“驴友自付救援费”将引发一
系列问题，诸如驴友为规避救
援费用而选择不报警、政府机
构消极应对救援工作、令公众
丧失冒险精神等。

目前野外救援都是由当
地政府或景区支付费用，前者
属于财政支出，后者增加景区
管理成本，而且需要动用公
安、消防等多部门的力量，耗
费巨大。从各地发生的驴友遇
险事件来看，违规进入未开发
区域占比很大，驴友出事却要
社会来承担后果，令部分人感
到不合理。其实，国家有责任
对公民的安全负责，在公民遭
遇危险情况时，政府有义务进
行免费救援，驴友也是公民的
一分子，不应区别对待。

驴友出行前，一般会告知
家人、朋友，如果超过一定期
限还没消息，就替其报警寻求
救援，如果考虑到需要承担救
援费用的话，就会有部分驴友
产生规避费用心理，迟迟不选
择报警，反而会耽误救援，影
响到人身安全。或者，在救出
来之后，亦有驴友会因费用问
题，与政府机构扯皮，认为不
是自己报警求救等，这已经有
现实案例在前。

政府一旦要求驴友承担
救援费用，就有可能产生利益
分割问题，进而引发驴友承担
费用比例纠纷、政府机构消极
救援等不利现象，也会影响到
驴友的人身安全，在生命第一
的原则下，不应过分纠结于费
用问题。至于驴友擅入未开发
区域，则可以依法追究其违规
责任，景区也可在事后向驴友
罚款、索赔，但不应将救援费
用转嫁给驴友。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户外
探险活动会越来越多，遇险救
援工作也会愈发频繁，可以探
索由政府机构提供基本服务
保障、志愿者提供专业支持，
由保险公司出售保险并支付
救援费用，建立野外救援基金
等综合性措施，共同承担野外
救援工作和相关费用。

冒险精神是人类得以发
展的重要禀赋之一，如果所有
人都追求安逸的生活，不敢去
探险、冒险，那么我们至今还
没有走出非洲，也不会有大航
海时代，更不能奢望未来的星
际移民时代了。因此，不管是
尊重个人自由意愿，还是保存
人类的冒险精神，都不应人为
打压探险、冒险活动，政府机
构只需做好安全保障、救援服
务即可。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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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俊

近日，记者在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等城市进行了调查，结
果显示，专业住房租赁机构正在
悄然兴起，长租公寓市场也在加
速形成。同时，公租房正在逐步
覆盖多层次居住需求，相关城市
为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正在精
准投放租赁住房用地。

这也意味着，一直严重滞后
的住房租赁市场正在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成为解决房
地产市场问题的重要手段。要知
道，房地产市场出现的供需矛
盾，除了土地供应不足、投资和
投机现象严重等方面的问题之
外，与市场购买和租赁结构不完
善，买房者比重过大、租房者比
重过低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在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
的租房比重都在50%左右，新加
坡这一比重更是高达80%。相
反，我国绝大多数居民都希望
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产权房。为

什么前几年曾经出现“丈母娘
推高房价”这样的说法，原因就
在于，居民对拥有自主产权的
住房过度在意，对租房难以接
受。尤其是年轻人，似乎只有拥
有了自主产权的住房，才能够
证明是事业成功，才能够得到
亲朋好友的认可。结果，有条件
的在买房，没有条件的也在想
方设法买房，不仅花光了自己
的所有积蓄，也花光了父母的
所有积蓄。结果，多数购房者仍
然负债累累，当起了房奴。

如今，少数住房观念发生较
大转变的年轻人，面对越来越高
的房价，不再把目标锁定在购房
上，而是转向租房，虽然按照传
统的思维，租房与买房相比，

“名”下的资产量不够，但是，租
房带来的生活享受和幸福指数，
却远高于购房者，尤其是负债累
累的购房者。

对租房者来说，最主要的问
题是住房租赁市场的严重滞
后——— 很难找到适合自己需要
的住房，尤其是地点、户型、价格
等都能让自己接受的住房。一方
面，许多住房被用以投资和投

机，房租偏高。一些收入水平较
低的租房者，就很难满足租房需
要。另一方面，由于前些年开发
的商品房，大多是以“购”的方式
开发的，住房结构不是很适应租
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房
租赁市场的发展，影响了出租者
与租赁者之间的有效衔接。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
重视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并为住
房租赁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提
供各种政策支撑，非常及时。对
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之前的反
复调控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相
反，房价却越调越高的情况下，
必须深入反思，检讨此前的调控
政策是否符合房地产市场发展
需要，是否应当作出调整。因为，
对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每
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产权房是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唯一的
出路就是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让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家庭加
入到租房的队伍中来，通过租房
实现居有所屋的目标。尤其是一
二线城市，更应以住房租赁为
主，把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作为稳
定房地产市场的首要手段。不

然，过高的房价，会严重摧毁改
革发展成果。显然，这是大家都
不希望出现的现象。

要想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政府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
如果政府仍然想利用“土地财
政”发展经济、增加政府收入，
住房租赁市场就不可能发展
起来。政府必须在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上有所作为，在土地供
应、政策扶持、资源配置等方
面给住房租赁市场更多支持。
这样，租赁市场就能发展起
来，广大居民，特别是年轻人
就会慢慢接受这样一种方式，
而不会再让自己成为“房奴”，
让市场越来越扭曲。

可以肯定，一旦住房租赁
市场兴起来了，房地产市场就
会逐步走向稳定，房价就不会
再那么敏感，房价上涨的内在
动力也会越来越弱。开发商也
好，炒房者也罢，也就不会死扛
房价，不会再手捧住房在等待
涨价，而是会拿出来进行住房
租赁。到时候，广大居民与开发
商、炒房者等相关各方就会形
成比较默契的平等关系。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晏扬

附加费名目繁多，不便一
概而论，有的附加费当时是必
要的、合理的，现在则未必仍然
必要而合理。但凡收费项目，向
来设立容易取消难，取消收费
往往面临巨大的阻力，需要有
壮士断腕的魄力、“自我割肉”
的勇气以及让利于民的胸怀，
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上层行政
力量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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