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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开始，多地发生的出租车停
运、政策打压“专车服务”等反映出整个
出租车行业的困境。出租车行业垄断
之源是政府有偿发放营运证，与民争
利，过分插手甚至包办微观市场。

自 1988 年深圳市实行出租汽车经
营权（即营运证）有偿使用制以来，我国
许多大中城市相继效仿了这一办法。
1993年制定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经营
权有偿出让和转让的若干规定》，明确
在全国推行出租车经营权有偿转让。
1998 年施行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
法》规定，城市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可以
实行有偿出让和转让，为地方政府政策
落地提供了政策支持。

然而，有关部门随后发现有偿营运
证的政策弊大于利。2004 年 11 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 81 号文，要求对出租
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进行专项清理整
顿。所有城市一律不得新出台出租汽
车经营权有偿出让政策。

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部门傻眼了。

再想卖证来增加市场容量，政策不允
许；若不卖证直接投放出租车，对现有
的花了几十万元持有营运证的出租车
似乎又是“不公”。于是，有的城市找到
了变通的方法，委托国有企业经营。例
如，合肥市即委托江淮汽车集团成立了
和瑞出租公司。然而投放的出租车数
量极为有限，杯水车薪，供需矛盾依旧
难解。

需要看到，营运证是出租车市场发
展之初孕育起来的一个“怪胎”，除了增
加地方政府收入外，就难见其他好处
了。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保障相关服
务质量之名，限制营运证的发放，令合
法上路的出租车数量多年来“原地踏
步”，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城市几家大的
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的现状，出租车市
场供需矛盾日益严重，加剧了百姓“出
行难”，导致司机服务差。

与此同时，价格居高不下的营运
证，成了政府可支配的稀缺资源，为权
力寻租制造了土壤，更为“黑车”等非法

营运提供了空间。更为人诟病的是，地
方政府部门出让营运证，实际上是找到
了堂而皇之与民争利的“法规借口”。
很显然，几十万元的营运证必然增加运
营方负担，最终将转嫁到乘客身上。

目前，无论是出租公司自主经营，
还是挂靠经营，营运证都是靠“烧钱”得
来的。先是公司从政府手中花大价钱
拍来营运证，公司聘请或转租给一般司
机经营。司机缴纳的“份子钱”，其实就
是无力一下子付清动辄几十万元的营
运证费用而向公司按月支付的本息。
即便是国企经营的出租公司，其司机也
一样要交“份子钱”。因此，出租车公司
从此成了空手套白狼的“寡头”，而驾驶
员则成了跑街卖命的“骆驼祥子”。

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出租
车市场，市场化的步伐却远滞后于其他
行业，没有真正建立起自由、公平的市
场化体系，“起了大早，赶了晚集”。而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营运证。地方
政府部门在出卖营运证的当初，只看到

了“眼前利”，却忽视了政府“包办”的隐
患，造成如今骑虎难下的局面。

市场的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市场化
改革的大潮是不能倒退的。地方政府
部门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市场化
改革的方向，才是出租车行业发展的正
道。当前，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面临
诸多复杂问题，地方政府部门要积极探
索多元的公共交通新业态，降低准入门
槛、放松数量限制，一切让渡给市场，学
会“放手”。

同时，改革更要牵好“牛鼻子”，这
个牛鼻子就是营运证。把历史遗留问
题解决好，其他困难就迎刃而解了。政
府可通过回购营运证、政府补贴等方
式，让新老出租车回归同一起跑线，形
成良性竞争。

在大力倡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今天，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做减法”，戒
掉与民争利，摈除不必要的事前审批。
出租车行业作为垄断业态的“老大难”，
该跟运营证说再见了。

出租车改革：该跟与民争利的运营证说再见了
□葛如江 陈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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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底，年终奖的话题总会被提
起。近日，有人力资源数据调查机构发
布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年终奖人均排行
榜公布，上海平均年终奖8523元居全国
第一，深圳、北京、广州分别以 8235元、
7855 元、6995 元位列第二、第三、第四，
厦门、南京、宁波、天津人均 5000-6000
元，郑州、武汉、重庆人均 4000-5000
元。在参与调查的 854家企业中，年终
奖最高的发 56454 元，而最低的只发
3568元。

任何东西一被平均，就掩盖了真问
题。为城市的人均年终奖排名，注定费
力不讨好。在一个常住和流动人口动
辄以千万计的城市里，所谓的平均年终
奖数据，究竟如何得出甚至能够精确到
元，是否真实？另外，所谓的排名也无
法反映真正的问题。那些人均年终奖
排名靠前的城市，可能有一分钱的年终
奖也拿不到的人，而在那些排名靠后的
城市，一样会有年终奖高得吓人者。

所谓年终奖的城市排名，不过是虚
妄的表象，真实的问题，是哪些人的年
终奖高得离谱？哪些人又无年终奖？
对于普通人来说，年终奖到底是在逐年
减少还是增加？虽然在劳动合同法等

系列法规中，并无对于年终奖的具体规
定，但当年终奖开始作为某种常态性的
工作福利而出现后，它的确又成为观察
社会的一个窗口。对于个体来说，年终
奖的多少，或许间接反映其实际能力的
大小，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年终奖却是
社会分配差距的缩影。

按照专家的分析，年终奖的最大功
用，在于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但正
如媒体一再质疑的，在不少行业和特定
身份的人员身上，年终奖的发放却加剧
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强力反腐和官
员治理下，政府部门的年终奖虽已多数
不再出现，但一些国企员工的年终奖依
旧远超民众的想象。至于普通劳动者
的年终奖待遇，却一直停滞不前，让整
体的收入分配改革难有变化。更有甚
者，某些单位干脆借舆论之名取消了正
常的年终奖。

在讨论年终奖时，我们到底在表达
什么？一份年终奖，它在什么地方成为
利益输送的名义？它又在什么地方作
为一种底线式的合法福利而缺席？一
些灰色的想象需要被破除，一些基本的
工作福利也要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后
顺理成章地出现。

年终奖城市排名意义何在
□王聃

同情：腊肉在家哭了好久

@-Autism-胡子先僧：腊肉说：跟
你什么仇什么怨？

@语歌秋诺：北京得熏多少腊肉
才有这样的重度雾霾。

@陈陈陈陈永雪：腊肉在家默默
哭了好久。

@美腻的闫小姐_007：腊肉坚持
住，一个月左右烟花爆竹会解救你的。

嘲讽：污染元凶不断创新

@图个捏夫：他们很快会发现放
屁也是重大污染源。

@阁中鸽：环保领域，人才济济，
污染元凶不断创新。

@新京报评论：熏腊肉这习俗好
坏另说，但环保局发现污染源的能力
倒是堪称一流。

批评：这个发现，比腊肉还熏

@_Jenny-Z：北京人不怎么吃腊
肉吧？我们湘西这边家家户户有腊
肉，你说哪边空气好？腊肉好无辜啊！

@职业人8：奇人奇才的部门。这
风俗几千年了都不是污染源，现在到
你们嘴里就说是污染源？

@huangjin电：贵局的发现，比熏

腊肉还熏。
@你_内个谁：有这功夫还不如多

跑几个企业做调查。

直言：凡事往老百姓身上推最安全

@汪亚民：坏事都是草民干的。
环保局移花接木，转嫁管理失控的责
任。

@清溪渔夫：为官之道，凡事往老
百姓身上推是最安全的。

@Feeling一个有梦想的青年：真
该把这些猪都熏了。

理解：真元凶不让说，环保局也很可怜

@-_-keer：上次回达州的火车
上，看到达钢排放的废气，把我吓到
了。

@南宫戴维斯莫：达州最大的污
染源应该是达钢。

@重金属中毒的兔子：所有政府
对于环保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给我关
停企业的权力了吗？罚个款一个电话
打到市长那里，最终不还是撤销？

@永不言悔2218：空气污染了，
肯定要找一个原因啊！主要原因又不
让说，没办法，随便找个吧！环保局也
是可怜啊！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环保大发现：熏腊肉是空气污染的祸首

讨薪农妇死在派出所。央视日前
采访死亡农妇的家人，曝出一段录
音。录音记录如此记载太原市公安局
小店公安分局副局长杨林对死者家属
做“善后工作”：我是单位，你是个人，
该给的，那我尽我最大努力，咱们沟
通。这就跟卖白菜一样，你讨价还价，
你觉得合理，我觉得合理，就行了，肯
定要得到合理的赔偿金。

杨林副局长是否将这条生命视作
小摊上可以讨价还价的白菜，似乎无
从考证。也许，这个词只是他试图跟
家属协商赔偿问题时的浅显说法。但
从当初民警对待生命的态度，到弄出
人命之后领导的轻描淡写，让人不得
不怀疑，这条生命在这些人眼里，还真
的如白菜一样。

太原讨薪农妇死亡事件，如果不
是工友跑了两公里保住手机里的关键
证据，人们很难相信这起事件会有转
机，更难料事隔 13天后会对涉事民警

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更难相信
21天后太原警方会道歉。

为什么少数人暴力执法造成农民
工死亡，不是寻求法治的途径解决问
题，而是以单位的名义来私了？为什
么施暴的民警个人涉嫌违法，却要用
纳税人的钱来讨价还价？说到底，不
是这支队伍中的这些人不懂法，而是
把法律当成可以在执法者手上任意揉
捏的权力工具，是视民众生命和利益
如白菜的知法犯法。

讨薪农妇死后，从家属到各级部
门上访被跟踪、被拉到派出所并遭到
警察威胁，到讨价还价的买卖，一棵

“白菜”的背后，不只是涉事民警一个
人在践踏。太原警方眼中的白菜，对
于死者来说，是完完整整的一条生命。

如果可以用讨价还价的形式买一
个息事宁人的平安，那么便是用手中
的执法权力，勾兑着法治公正公平之
外的一笔枉法交易。

用“白菜价”喻死亡赔偿不妥当
□刘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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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院审判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各自出具自己委托的鉴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样的案
例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竟是常见现象。

“谁出钱就帮谁说话！”一位基层法官说，现在司法鉴定机构鱼龙混杂，一些机构追求利益至上，
利用鉴定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与委托人共同谋取利益。

司法鉴定中的此种猫腻，吞噬着公平公正，也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新华社发

“司法黄牛”

@微言博议

据报道，元旦后，全国部分地区连
遇重污染天气，四川达州也不例外。
近日，四川达州环保局称：罪魁祸首就
是熏制腊肉香肠。当地环保志愿者走

访检测发现，熏肉的影响很有限。其
实在非熏肉季，当地PM2.5偏高也是常
态。环保官员，再次让全国网友开眼
了。

▶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