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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在住房公积金贷款、契税补贴等方面配套制定了
一系列利好政策，新政策已于5月1日起实施。自
南宁打响地方政府救市第一枪之后，很快就有其
他城市跟进。4月以来，江苏无锡、天津等地纷
纷出台楼市新政，通过调整限购范围、放松户籍
限制、提供财税支持各种手段，希望为房地产市
场松绑。(5月6日《第一财经日报》)

尽管在业内专家看来，在信贷不放开的情况
下，地方的救市作用有限。但目前房地产下行趋
势明显，而每逢经济低迷和看空房地产声音越来

越多之时，一些地方就习惯性救市。当救市被各
地普遍效仿之时，市场信号可能出现转折，房地
产调控也就等于被瓦解。

近几年来的行政调控手段确实有很多问题，
房地产调控去行政化的预期越来越强烈。但此前
房价大幅上涨的因素非常复杂，既有货币原因，
也有土地垄断之弊，还有户籍制度、收入分配、
保障房不给力等原因。迄今为止，这些问题无一
得到解决，如果全面救市、放松调控，特别是放
开限购、鼓励购房等，恐怕并不合适。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房地产调控，包括限购
措施，完全由所谓的市场来决定房价走势，如今
的房价可能会更高。当然，理论上说，商品房价
格应更多由市场说了算没错，但中国的房地产行
业还远谈不上“市场”。特别是土地供给完全被

地方垄断，土地财政被绑架深重，地方债务压力
很大，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不限购，意味着该
市场的没市场，不该市场的过度市场，倒霉的只
会是普通购房者。

最理想的结果是，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
制，各界对此期盼备至。但按照经济学家赵晓的
观点，这至少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新梳
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建立完备的地
方税体系，让地方财政收入更多地依赖于存量房
产而不是增量房产；二是给地方财政预算施加民
主监督的硬约束，抑制地方财政支出的无限制膨
胀；三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减少贫富差距；四
是尽快建立完善的房产税差别化征收体系，保障
合理性住房需求的同时，给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
者施加“惩罚性”成本，目前上海和重庆试点的

“象征性”房产税政策肯定不行；五是构建商品
房、限价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体
系，该市场化的要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千万不
能市场化；六是重建土地制度，打破政府一手垄
断土地的市场格局。

显然，以上六点，我们无一条可以立即实
现，甚至很多还完全没有影子。在此情形下，如
果允许地方放松调控，实际是走上了过去的老
路，对债务深重、被土地财政绑架的地方来说，
无异于饮鸩止渴。

综观安徽铜陵等地的救市政策，其实一点也
不新鲜，在上一轮调控中就有一些城市使用过。
但在未对房地产调控形成长效机制、相应配套改
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贸然救市绝不是有益于经
济健康发展的好棋。

湖南省隆回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原局长许
又展被副局长李志龙实名举报，2013年11月
邵阳市纪委调查后，建议邵阳市质监局对许
又展免职处理。但邵阳市质监局和湖南省质
监局在落实这一免职建议时，经过160余天层
层“报批”后，才走完“免职”程序。在纪
委建议免职期间，“问题”局长许又展还被
要求以领导身份，继续主持隆回县质监局的
工作。(5月7日《法治周末》)

免职过程居然达160多天，以至让一个早
已被证实并不称职还违法乱纪的人在查处之
后继续在局长这一重要岗位上留任达1 6 0多
天。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从一些现场问政中当场对官员实行免
职，到拖延一百多天才将干部免职，凸显了
一些地方任免干部、问责官员的随意性，人
治思维严重，法治精神缺乏，从最好的方面
想，也是干部任免机制缺乏效率。对此，有
关方面必须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对久拖不
办、涉嫌包庇下属的上级监管部门和领导也
应该有问责机制。

西安城南明德8英里小区的小学生都去学
校了，可6岁的闹闹(化名)却耍起脾气，待在家里
不肯走。妈妈急得团团转，舅舅也在旁边不停地
劝。闹闹为啥闹情绪不愿意去学校？因为他的爸
爸开走了越野车，他不得不坐舅舅的普通小轿
车上学。

“昨天我和小伙伴说好了，会有越野车送我
上学，你们怎么又换了普通车，太丢脸了，我不
去学校了。”儿子竟然这样说。昨日，雷女士提起
儿子当时说的话，又好气又好笑。雷女士说干脆
打车去，可孩子来了一句：“出租也不是好车，我
就不坐。”(5月7日《华商报》)

在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大学考察，肯定
了北大争取到2018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
标，但也要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
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
成“第一个北大”。(5月6日新华社)

1998年，在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设若干
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之后，国内高校
特别是入选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重点大学就
开始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并实施实际的冲
刺行动。它们比较一致的提法是，把自己的
学校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大
学，并各自为实现奋斗目标设定了一定的期
限。但在经过几年时间发展之后，一些大学
发觉自己原初拟订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过于乐
观，于是对自己的战略规划进行了调整。但
在这个过程中，盲目、浮躁的心态明显可
见。这样的判断显然也适用于北京大学追求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

就笔者的观点，“不要把北大办成‘第
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
大’”击中了我国不少高校在“建设一流大
学”名义下的功利和投机弊病。

北大即使成为“哈佛和剑桥”，并不意
味着一流大学梦想的实现，相反，有特色流
失之征兆，更可能造成北大成为“形式上的
北大”而非师生和社会眼中真正的“一流大

学”。研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不
难发现，其发展史就是一部竞争史。开拓进
取、永不言败、永远直面竞争，是其成功的
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其保持世界一流地位的
原因。许多一流大学的成立本身就是竞争的
结果。如，剑桥大学的成立就是要与牛津大
学竞争，耶鲁大学的成立就是要与哈佛争
雄，京都大学的成立是为了东京大学有一个
竞争对手。但是，我们呢？

“不要把北大办成哈佛”，大学人何以
面对和领会？这值得所有大学建设者和管理
者思考。历史经验证明，大学的存在与发展
得益于大学制度的有力支撑。可以说，制度
已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桎梏，只有大学制度
的不断创新和大学真谛的守望回归才是现代
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也才是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有力的支撑。

当前我国高校管理制度实行的是以行政
权力为主导的管理模式。这种以集中控制和
服从模式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制度导致了高等
教育效率低下、创新乏力，由于管理者的墨
守成规和循规蹈矩，使得大学不可能形成自
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并抑制了大学的
学术创造活力。因此，笔者以为，惟有建立
起支撑特色发展和内涵进步的现代大学制
度，才能避免把北大办成“哈佛和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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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六枝一男子肖某参加朋友的婚宴时
喝醉了酒，新郎将他背到宾馆睡觉后离开，
结果当天该男子酒精中毒身亡。近日，当地
法院判决死者自行承担70%的责任，宾馆、新
郎及6名酒客担责30%，总计赔偿死者10 . 3万
元。(5月6日《贵阳晚报》)

肖某的健康和生命在酒杯里逐渐窒息。
就像公共场所吸烟一样，集体喝酒也需要规
范，尤其是在婚宴等场合，喝酒劝酒必须有
所节制。

法院要求酒友、新郎、宾馆担责，是因
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他人负有义务。当肖某
灌酒时，酒友应该劝阻，这种善意提醒虽非
法律责任，但属于基本的社会道义，否则他
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会受损。也就是说，当
大家在一个酒桌喝酒时，每个人就有了保障
他人安全的义务，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做到
了，必须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尽管法律可以厘清各方面的责任并进行
赔偿，但要想杜绝不健康的饮酒习俗和饮酒
文化，还得借助现代文明的思维改造传统文
化中的人际关系，让每个人对自己负责，也
对他人和社会负责。

■ 漫 画

2014年５月８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周学泽

电话:(0531)８５１９３３２６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和朋友喝酒

就应为朋友健康担责
□ 赵查理

怎样才能避免

把北大办成“哈佛和剑桥”
□ 朱四倍

面对救市，调控当有长效机制
□ 张 燕

“局长免职要160天”

管理效率何在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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