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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国家发改委宣布9日起汽、柴油价格每
吨均降低300元。针对网民提出的国内油价“涨多跌
少”、“涨快跌慢”问题，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完全不存在”。(据１０月《财经》)
16个月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终于首次下调，当

然让人颇感欣慰。但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上述“完全不
存在”的表态，又不免令人沮丧和郁闷：“涨多跌少”、

“涨快跌慢”问题，究竟是“真不存在”，还是有关部门
“装不存在”、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

认真品读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的相关解释，不难
发现，其所称的“不存在”，实际上主要只是就发改委
自身调价行为而言的，即按现行定价机制，发改委并
没有进行“涨多跌少”之类的具体操作。

显然，即便该解释属实，也并不代表现实中的油

价就一定不存在“涨多跌少”的客观事实，因为上述
两者事实上并不是两个完全等同的概念——— 在不合
理的定价机制之下，即使发改委在调价操作上无意
为之，也必然带来“涨多跌少”的客观效果。

其一，必须意识到，“22日、4%”的现行调价机制，
原本就是一个更有利涨价而非降价的机制。一方面，
从目前国际油价变动的现实来看，22日的调价周期，
只会让涨价变得更灵敏而让降价更迟钝。另一方面，
机械的“4%”调价标准，从算术逻辑上，更是绝对方便
推动涨价而不是降价。如原油价格从100涨到104美
元，成品油价便会上调，但若再跌回100美元，成品油
价则不必下调，因为104美元的4%并不是4美元而是
4 .16美元。这种规则机制下，长期周而复始的积累，结
果必然是，价格一旦涨上去了便难以降下来。

其二，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完全没有考虑人民
币不断升值的汇率因素。2008年二次汇改以来，人民
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5%。而国内成品油以人民
币计价，国际原油以美元计价。这意味着，近年来同
等人民币的原油购买能力实际上是相对上升的，或
者说，按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相对人民币存在一个
跌价趋势。因此，考虑到汇率因素之后，以美元计价
的原油价格变动，其实不应带来以人民币计价的国
内成品油价的同步变动——— 前者涨价，后者应少涨
慢涨甚至不涨；而前者跌价，后者则应多跌快跌。但
现实却并不如此。

最后，囿于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在具体操作计
算上的高度不透明、不公开，再加上石油市场的高度
垄断、石油巨头强大的市场和政策博弈能力，“涨多

跌少”、“涨快跌慢”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依据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于每
桶80美元时，开始扣减加工利润率，直至按加工零利
润计算成品油价格”。但长期以来，石油加工利润率
究竟是多少、又扣减了多少，一直都是一笔未公开的
糊涂账。这种背景下，油价上涨时，石油企业可以轻
松地以“亏损”为由闹油荒、“逼宫”涨价，而降价时，
又可凭借强势垄断地位千方百计阻挠拖延、降价。

“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关部门一
面表示定价机制存在“周期过长、透明度不够”，一面
又不愿痛快承认“涨多跌少”，无疑显得有些自相矛
盾。那么，接下来，有关方面改革和完善成品油定价
机制的诚意，以及它能被完善到什么样的程度，便不
能不让人充满疑虑。

老板“走佬”，企业关门，员工讨薪，
温州企业民间借贷危机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引
发关注。给民间资本一个合法的出路，引导
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当是根本之策。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疏通民间
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实现资本要素的
自由配置。说白了，也就是打破现有银行的
垄断体制。当然，如何避免“民间借贷阳光
化 ” 成 为 变 相 鼓 励 “ 有 钱 人 都 去 放 高 利
贷”，监管部门必须深思。

假日经济尚需提升安全系数

当“十一”长假结束，出游的人们开始
新的工作和生活时，却有一些不幸的人被各
种事故吞噬了生命。在假日经济节节攀升
时，我们不仅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社会账、
安全账，要更加重视人的安全，提升安全系
数，进而提升假日期间人们的快乐指数和幸
福感。长假期间的一些事故，印证了安全不
只是一种公众需求，更是一种公共责任。但
愿事故教训能引起积极改善，当下一个假期
来临时，人们能获得更加安心的出行空间。

“公招重德”不能只停留在“入口”

2012年度国家公务员招考即将启动，今
年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于官德而
言，重入口固然重要，但后续的管理才是关
键。如何强化官德考核，应有一套科学的制
度设计和体系保障。将定量考核和定性考核
结合起来，将对上和对下结合起来，特别要
注重官员的群众印象，用社会评判作为官员
品德优劣的主要依据——— 让群众时时去监督
官员，从而使公务员不时检点自身行为，方
能保持本色不变质。

空壳公司揭开政府采购漏洞

海口市一家无软件企业资质证书、无缴
纳社保资金记录、无缴纳营业税记录、无办
公地点、无联系方式的“五无”公司，注册
成立后不到一年内连续赢得政府采购大单。
法律永远不可能为作恶者建立起密不透风的
防范墙。对政府采购而言，我们同样能找到
一些立法上的漏洞，修补这些漏洞固然是遏
制腐败的重要工作，但更应该反思的是，屡
屡发生的违规采购早已说明了潜规则流行之
盛，而如何防止潜规则侵蚀法律明规则，最
有效的方式恐怕还是让最终的埋单者来监
督。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011年第7期《医学信息》(中旬
刊)杂志出现了“鸳鸯刊”，杂志的名称、期号、封面和封底完全一
样，但内容完全不同。记者粗略计算，一期《医学信息》(中旬刊)，
如果每篇论文收费按600元计，一期刊登380篇，出“鸳鸯刊”的
话，纯版面费收入便可达40多万元。

“鸳鸯刊”看似荒诞，却一点都不奇怪。现在，很多专业技术
人员比如教师、医生等，在职称评定中，必须有一定级别的论文
发表。可对于绝大多数专业人员来说，发篇论文是很难的，为了
评职称，只能造假。于是大量的“山寨刊物”横空出世，给钱就出
版，繁荣了“论文经济”，扰乱了出版秩序，更让潜心寂寞的技术
能手受到了无情嘲弄。正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黄建始所言：“如果按照现在的体制，林巧稚都评不上教授职
称，因为她也没发表几篇文章。”

职称评定已经阻碍学术创造力、学术活力发展，败坏了学
术道德。为了评职称，有人疲于奔命，有人拉关系找人情。中国
青年报调查显示，54 . 6%的人赞成取消职称评审；另据调查，
54 .8%的人表示，职称评审不要行政化色彩太浓。

鉴于此，对职称评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必要的。首先，
职称评定不仅是为了评职称，更是为了激活人才的创造性，激
励、鼓舞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职称评定
制度设计，进而摆脱极端扭曲、自以为是、专制独裁的评价框
架。

第二，为了体现更好的公平性、公正性和科学性，职称评定
的条件和框架，不能老是“政府一家言”，而应该充分听取社会
各界的看法，吸纳专家和实际操作中的宝贵经验，注重“草根声

音”，建立一套社会和业内都认可的职称评价标准，发挥更积极
的功效。

第三，职称评定更要多注重能力唯上、事实唯上，而不是论
文唯上。只要具备相关的业务成绩、工作业绩，就是没有论文发
表，也应该得到认同。比如有些老师的课讲得非常好，再比如有
些医生的手术几乎达到了艺术化的程度等，他们就应该优先评
上高一级职称。

总之，让能力说话，让业绩说话，远比让论文说话更有针对
性和说服力。想当年，年青的徐志摩被胡适评选为北大教授，不
就源于这种“实事求是”吗？注重能力崇拜，走出“论文崇拜”，“鸳
鸯刊”自然就没了市场。

昨天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获悉，自2009年以来，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所辖10个区县院共查处
村镇基层组织、机构人员实施的职务
犯罪案件18起，受贿犯罪总金额为130
万，贪污犯罪总金额为192万，挪用公
款总金额为106万，渎职犯罪造成的损
失金额则达到2000余万元。(10月10日
人民网)

缺乏监督的地方势必滋生腐败，
这条“放之四海”的铁律，反映到社会
最基层的村一级官员身上，也概莫能
外。小小村官成大贪污的现象并不显
见。村级组织在缺乏规范性监督的前
提之下，所留下的空档非常明显，对

“村官”进行离任审计势在必行。
其一，缺少监督。当下，空村现象

多，农村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经商，
留守的人老的老、小的小。村官在处理
村务时，村务议事程序由于缺乏应有
条件，村民别说善于监督了，就是基本
的监督程序和方法也难以知晓。村民
不善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使村
官有了更大的决策权、裁定权和处罚
权，加上村务公开形同虚设，让他们有
空子可钻，滋生腐败是必然的。

其二，监督滞后。村官职务犯罪现
象突出，还在于乡、镇政府对基层组织
的监督同样存在着空档。随着城市扩

张、房屋拆迁、新区建设等都涉及到土
地使用问题，征收农民手中土地的款
项数额巨大，村官在分配土地补偿款
时，由于村务公开信息不透明，村官暗
箱操作，中饱私囊的现象比较多，而乡
镇政府一般情况都是事后监督，且监
督线索来源有限，让村官在钻空子时
变得有恃无恐。

其三，难以监督。村官之所以钻空
子能够轻而易举屡屡得手，还在于农
村基层组织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普
遍，村官对上架空组织监督，对下搞糊
涂账，村民难以行使监督权，即便村民
通过上访来行使监督权，他们也会利
用各种方法和关系把上访者打压到
底。这些年，村官打击报复上访者致死
致残村民或把村民弄得家破人亡的事
例并不少见。

“村官”职务犯罪突出，凸显了村
级组织监督空档突出的社会现实。因
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
天，在涉及农民利益分配，比如房屋拆
迁补偿、土地征收补偿、土地流转费用
等问题上，必须强化村务公开的力度，
加强离任审计，从制度上、管理上、源
头上遏制住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的土
壤，堵塞住各式各样的“空档”，让村官
无机可乘，无空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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