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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郑州市
政府法制局公布《郑州市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
求意见。新办法规定，经
济适用房是面向城市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
性住房。（11月19日《郑州晚报》）

近年来，一些城市纷纷提高经济适用房申
购门槛，将其申购对象限定在城市低收入困难
家庭。这种做法，一方面防止了一些富人采用
瞒报、虚报等欺骗手段，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
现象，另一方面也将普通工薪阶层挡在了经济
适用房门外。数量庞大的普通工薪阶层，既买
不起房子，又不在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围之
内，怎么办？

比如，北京市规定月工资不超过2000元

才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福州规定家庭年收
入在3万以下才能购房经济适用房，显然，这
样就将相当一部分普通工薪阶层挡在了门
外。一边是商品房价格仍在高位盘旋，一边是
经济适用房的门槛越来越高，对经济适用房需
求旺盛的普通工薪阶层只有“望房兴叹”了。
2007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
调查显示，87.4%的人认为经济适用房最该面
向中等和中低收入者；81.2%的人认为，对经济
适用房购买者的收入要求过于严格。

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应当是一个中间
大、两头小的合理结构。事实上，1998年公布
实施、被称为房改纲领性文件的国务院23号
文明确规定：“对不同收人家庭实行不同的住
房供应政策。最低收人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
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
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

商品住房。”同时，当时的建设部对全国城镇
“最低收入、中低收入和高收入”有一个大概的
算法，就是城镇居民中，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
者各为10%左右，其余80%的家庭都属于“中低
收入者”。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
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明确表示，经济
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层的，他们中有许
多工资也不是很高。

今年年初，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曾指出，
在房价较高、涨幅较快的大中城市，应努力帮助
中等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可现实是，各地建
设的限价房或者在价格上与商品房相差不多，或
者数量寥寥无几，无法满足工薪阶层的需要。

经济适用房角色的错位，对于满足群众的
住房需要、建设健康的房地产市场都不利。因
此，经济适用房不应排除普通工薪阶层。

（欢迎读者就此话题发表看法）

11月14日，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结束。同时，被称为“医改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也已破题：广东计划在深圳、韶关、
湛江三地先行试点，逐步取消目前医院15%的药品收入加成。另据了解，江西省也在制定类似的改革规划。业内人士认
为，取消15%的药价加成如果不辅以合适的回补措施，可能给医院带来“巨亏”。 （11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取消药价加成，能否惠及患者？

中国青年报
周正龙为什么把所有问

题都自己扛
话题：11月17日，周正龙案终审判决：

周正龙犯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有
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

观点：终审结果出来了，可案件真相
并未大白于天下，正如 11 月 17 日晚间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评论说：“无论二审
结果如何，整个事件并未终结。纸老虎
的假面具虽已揭开，真面目却依然模糊
不清。”

彻底揭开华南虎照的盖子，不是能
不能为而是愿不愿为的问题。法庭为
什么拒绝“打虎派”、“挺虎派”等相关人
士出庭辩论？检方为什么拒绝重新鉴
定虎照？周正龙为什么“把所有问题都
自己扛”？

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致力于揭开华
南虎照的真实面纱，致力于揪出幕后黑
手、还社会真相、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话，
深挖一下华南虎照的犯罪链条又有何不
妥呢？

广州日报
大学校长需要教育家,更

需要职业化
话题：近日，中国名校校长再次出现“大

换岗”。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发
现，70.5%的公众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
一个教育家。

观点：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的
一个观点很是耐人寻味。他认为，大学校
长应该由二流学者来担当。结合调查结果，
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学校长不应该行政化、
商业化，应该由教育家来担当这个问题上，
学界和公众的观点还是比较趋于一致的。

进而言之，大学校长需要教育家来担
当，更要校长职业化制度的保证。原因很简
单，对一个既可以做学术学者，又有着行政
权力的人而言，因为有大学校长这一职业优
势，权力之手对学术评价体系进行渗透和干
预，也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事实也证明，
在政学不分的情况下，大学校长往往是级别
干部和教授、博导身份的统一体。

东方早报
警惕利益冲动继续绑架

交管罚款
话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王金彪

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公安部政府网站在线访
谈时，明确表示，禁止将罚款金额作为对民
警业务考核的内容。

观点：问题在于，规定能否挡得住利益
的诱惑？有什么硬约束条文可以管住交管
部门的利益冲动？因为罚款权仍然牢牢地
掌握在执法机关手中，即便交警罚款和其本
人、公安交管部门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但无法保证不存在间接的利益关系。比如
这些罚款到了财政之后，通常都会按比例返
还。换言之，交管部门的部门利益并没有和
罚款彻底剥离。

显然，公安部看到了切断交通罚款利益
链条的必要性，也因此给出了具体举措，这
当然值得称道。但问题关键在于交通罚款
已经衍生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有
效解决利益安排机制，即使没有指标了，交
通罚款还是少不了。

从2006年7月1日起，金水区对新农合参
合农民实行了药品零加价制度。两年多来，区
财政共补助费用300多万元。根据这项零加价
制度的探索经验来看，政府的财政补贴是否能够
跟上，是推行取消药品加成的重要保障。对于基

层医院而言，收入主要靠销售药品，越是基层，这种
趋势越明显。在只能做心电图和透视检查的乡镇
卫生院，药品销售收入就占到了70%，在这种情况
下，只是取消药价加成收入，而没有相应的财政补
贴，基层医院根本无法生存。

当眼泪成为唯一可以示人
的东西

杭州地铁坍塌事故发生后，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资宝成成了记者们围追堵
截的重要对象。11月 18日晚上，新闻发布会
后，记者看到，资宝成哭了。（东方网11月19日）

在杭州地铁坍塌事件的密集报道中，资宝
成这不经意的一哭，经过媒体的刻意凸显之
后，注定将成为一个难以忘却的细节。

资宝成应该是一扇窗户，承担起事件信息
披露的重任，但在媒体的重重质问之下，资宝
成敷衍和逃避的姿态，不仅无法让媒体满意，
就连自己恐怕都感到羞愧和狼狈不堪。

显而易见，资宝成更像中铁公司祭出的一
团用以消化巨大舆论声浪的炮灰。当眼泪成为
唯一可以示人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感
知，还有多少不可告人的内情。 铜陵 吴龙贵

燃油税为何看不到百姓的
话语权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11月
18日表示，国内成品油将肯定降价，但不会建
立与国际油价联动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同时，
酝酿多年的燃油税也将很快开征。（11月19日

《第一财经日报》）
人们苦苦等来的燃油税不一定就是想要

的燃油税。因为到目前为止，如何实行燃油
税，人们并不清楚。

从零零碎碎的报道中，总有这样的感觉：
一是实施燃油税之后，油价将大幅度提高。
二是实施燃油税之后，可能存在税加费并存
的局面。于是，燃油税极有可能成为人们新
的负担。

如何实行燃油税，其间充满着各方利益的
博弈。作为利益影响最大群体——老百姓，如
果不知道相关部门是如何实行燃油税的，很不
正常。 巢湖 徐经胜

报告院士，牛也得征“生态税”
18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

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
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11月
19日《新快报》）

难道专家的意思是，谁有钱才能多呼吸新
鲜空气继而排出二氧化碳，如果没有钱就只能
去吸二氧化碳了？

再说了，专家就算能管得了企业与人向大
气排放二氧化碳，难道还能管得了动物吗？就
有研究表明，牛反刍的过程中会排放出甲烷，

而这是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
是不是也要向牛开征生态税？

专家与其建议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
的市民征收生态税，还不如建议对做到节能减
排的企业与个人，每月退税20元呢。至少在
我看，退税要比征税更好。

南京 从建锋

局长夫人吃低保是另一种
权力变现

县人事局副局长夫人吃3份低保，此事发
生在重庆城口县。（11月19日《重庆商报》）

倘若不是凭着副局长夫人的身份，冉某能
够享受这样的待遇吗？何况是一人领三份，一
领就是三年。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部门已将权力“变通”
当成了一种习惯，并且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来
搪塞。当权力每“变通”一次，其他相关公民
的权益就必然受到一次伤害。从“变通”中
享受利益的，永远是权力部门及特定人员。
而最终埋单的，却是政府诚信和国家利益。
如此“变通”，说穿了，其实就是权力的另一种
套现行为，只不过，这种行为更加隐蔽，更不易
被发现。

郑州 中原马

郑州市业内人士谈取消药价加成

取消药价加成，基层医院受冲击大
金水区总医院院长 周国平

药价之所以虚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销售
末梢的加价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例如，在
发改委以往10多次的药品降价中，许多药品生产
厂家放弃了降价目录内的药品，而通过改变规格和
更换包装的形式生产所谓的“新药”，定价比原来

的药品高出许多。此外，还有些药品的出厂价与
最终的销售价格相差十几倍或几十倍。所以，如
果不从药厂定价及流通环节上把关，无法从根本
上降低药价。即使是取消了药品15%的加成，药
价还是有很多水分可挤的。

挤干药价水分，不能仅从医院着手
市三院院长 王志余

如果药品销售没有了利润，医生开多少药，开
什么药都无法给医院带来收入，会有效遏制大处
方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单纯地取消药品加
成，而财政补贴又不到位的话，那么对医院会有很大影

响，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广东省的试点探索对于其他
各省市来说都非常重要。取消药品加成之后，是否有相
应的补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补偿？希望广东的试点工
作做得细致一些，为其他省市的改革提供借鉴。

取消药品加成，会有效遏制“大处方”
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王万鹏

晚报记者 邢进 采访整理

“巨亏”说辞是在“打预防针”
“巨亏”的说法，更像是公立医院应对药

价改革和此次新医改的讨价还价的说词。
削减药品价格加成后，医院要维持高利

润，提高诊疗收入和政府补贴，也就成了理
所当然的借口。一方面，公立医院试图借此

“逼宫”相关政府部门，不要如此大幅度地削
减药品价格加成；另一方面，公立医院是在
为政府和公众“打预防针”——这样做可以，
要么，政府增加我们的补贴，要么，公众就别
埋怨我们变着法儿提高诊疗收入。 李唐

夏普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