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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现实生活中的吴公民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河南省洛阳某大学法学老师，另一个是“吴公民电瓶维修店”老板。在两个角色的转换中
他了解到，由于缺乏规范，电瓶维修市场极其混乱，他要自己起草一部市场规范。一年多的调研、走访和反复修改后，他草拟的《电瓶修复市场规范（征
求意见稿）》终于完稿。立法征求意见的多渠道是件好事，早在2008年4月，洛阳市政府就曾委托社会力量起草《洛阳市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
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并于2009年3月1日正式实施，效果良好。而此前“电动车新国标”暂缓实施，也正因公众声音缺失饱受质疑。有公众认
为，吴公民的“市场规范”虽距“法律法规”尚远，但以一己之身，矢志不渝，其实际行动就是现代社会公民精神的最好注解。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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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立法”欲规范电瓶维修市场
洛阳法学老师修电瓶发现猫腻起草行规，公民力量助推立法渠道多元化

“老板，我的电动车电瓶坏了，给我换一
个新的吧。”

“你这个电瓶最好还是不要换，修一下就好
了，可以省下200多块，使用寿命和换新电瓶差
不多。”2009年12月29日中午，吴公民摆弄着电
瓶，对前来维修电动车电瓶的客人建议道。

从2007年6月份他的“电瓶维修店”开张
至今，吴公民都是这样建议客户的。“换新电
瓶，我既省事，挣钱又多，但是，明明修一下就
可以继续用的电瓶，非要换新的，岂不是很可

惜？不环保，客户还费钱。”
吴公民原本是洛阳某大学的法学老师，

平时热心公益事业。2006年 8月，他参加了
洛阳市公交票价调价听证会，在进行市场调
查时了解到，“骑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洛阳
市区的电动车、自行车数量达20多万辆，如果
公交涨价，骑电动车的人将会更多，电动车的
弊端是电瓶容易损坏”。

虽然在听证会上吴公民极力反对涨价，
但是，公交票价还是涨了。

听证会结束后，吴公民就动了开一家电
瓶维修店的念头。

“我是学法律的，可以说，对电瓶的结构、
工作原理和维修丝毫不懂，甚至连电动车的
结构都不懂。但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电
瓶维修店开起来，就开始学习。”吴公民说，他
从 2006年 9月底开始，查阅了大量书籍和资
料，并购买了实物，动手摸索。

经过近一年的学习，2007年 6月，“吴公
民电瓶室”终于开业了。

事与愿违，生意并没有吴公民想象的那
么好，甚至“有点冷清”。

“洛阳市区有 20多万辆的电动车，维修
电瓶的人咋这么少？”吴公民十分不解。带
着疑问，他走访了很多家电瓶维修店和电动
车车主。

吴公民发现，电瓶维修市场比较混乱，同
行之间存在恶性竞争。“很多维修人员在电瓶
上做手脚，本来可以使用 1年的电瓶，如果在
维修过程中加蒸馏水或纯净水，就只能用3个
月左右。所以，电瓶修过时间不长，就又不能
用了。”吴公民说，这使得很多市民对“电瓶维
修”产生怀疑，宁愿换新电瓶也不愿维修。

吴公民介绍，按照国家规定，电瓶有 450

次左右充、放电时间，也就是说只能用 15个
月，除掉其中 3个月供商家销售的周转时间，
电瓶保用只有1年。1年以后，如果电瓶有问
题影响骑行，用户只有去修或者去换新电
瓶。如果修，花费40元到130元不等，保用时
间在1个月到1年不等；如果换，则需花费320
元到360元。

“电瓶维修市场的猫腻，把消费者推向了
换电瓶，这也正中那些无良商户的下怀。”吴
公民说。

“我做不出坑害消费者的行为。”吴公民
了解的情况越多，心里越是不安。这种不安
来自多方面，为消费者，也是为他的电瓶维修
店的发展，“往大的说，还为了环保”。

拥有法学专业知识，又了解电瓶维修市
场，吴公民想到，如果能制定一个电瓶维修方
面的法律、法规，对电瓶维修市场进行规范，
混乱局面可能会得到改善。

2009年 1月初，吴公民开始着手草拟这
部“法律”。“我不断征求意见，每一个到我店
里的客户，我都要问他们的想法，路上碰见
骑电动车的人也要问，还有听说此事的电
瓶维修人员主动找我提意见。我归纳总结
各方意见，无数次修改，全部写成后，又修
改很多次。”吴公民说。

2009年 12月，历时一年，吴公民终于草
拟出《电瓶修复市场规范（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规范》）。

《规范》共分五章20条，包括总则、修复人
员技术规范、管理人员服务规范、法律责任、
附则，对电瓶修复订立了基本的行业标准。

吴公民还把《规范》挂到自己修理店的门
口，请各方人士提意见。“只要意见合理，我就
修改”。

找吴公民维修电瓶的刘宏涛告诉记者，
吴公民很讲诚信，让他维修电瓶放心，“《规
范》也很好，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也有人觉得吴公民完全是杞人忧天，“不
少人电瓶坏了，不愿意维修，主要是嫌麻烦，
直接换新的，节省时间，方便。”洛阳市民李许

超说。
与消费者不同，记者走访了洛阳市区的

几家电动车维修店，他们都不愿对吴公民草
拟的《规范》作过多评价，只是说，吴公民“精
神可嘉”。

吴公民说，他在起草《规范》的过程中，曾
遭到过几名“电瓶维修人员的恐吓”。“我戳到
了他们的痛处，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才会
很难受。”吴公民说。

河南王城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兴武认为，
我国法律没有赋予公民个人立法权，吴公民
要想让他的“立法”真正具有法律效力，必须

要向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反映，如果确
有立法必要，就有可能被列入某一年的立法
规划，由相关单位按照程序进行，吴公民可以
参加立法群体。

洛阳市政府法制局法规科工作人员王可
军认为，吴公民的做法完全是个人行为，他想
规范市场的想法很好，创意也不错，但是，他
草拟的《规范》能不能成为地方性法规就不好
说了，“即使能，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公民表示，他会想办法将《规范》向有
关部门反映：“如果最后得不到有关部门的认
可，那么，我就把它当做我的维修店的店规。”

公民个人未被赋予立法权 政府法制局说，想法很好，创意不错，难成地方性法规

专家称个人“立法”形
式值得关注

洛阳有过委托民间起草法
规先例，立法公开化将成趋势

不管吴公民草拟的《规范》最终能不能得到
官方承认，但是，作为一部由公民个人起草的法
规草案，意义远非条文本身，而在于民主立法的
推进、公民与立法机关的良性互动。

“吴公民积极参与立法的行为，体现了我国
公民法律观念的增强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是法
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表现，应当鼓励和支持。”
吴兴武说。

王可军也表示，吴公民的精神值得鼓励，“公民
参与司法的意识逐步提高，无疑是一件好事。”

其实，2008年4月，洛阳市政府就曾委托社
会力量起草《洛阳市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
故预防与处理条例》，这部法规在去年 3月1日
开始正式实施，效果良好。

吴兴武曾是这部法律的主要起草人，回忆
草案的起草过程，他认为：“草案是由无数热
心市民共同完成的，律师和法学专家只是将
市民的语言转化成法律专业用语和条文，正
是市民的广泛参与，这部法律才有了很好的
实施效果。”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兴强表示，吴公民
的个人“立法”显然没有法律效力，而且，成为地
方性法规的可能性也极小，不过，“这种个人‘立
法’的形式应该受到关注，无论采用什么形式，一
个公民参与公共事件的意识都应该受到尊重。”

立法渠道多元化背后
的民意力量

电动车新国标叫停，是民意
的胜利，也是民主决策的体现

回头再看“电动新国标”的出台和暂缓实
施。

2009年12月4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电动新国标”，并定于 2010年 1月 1日起
实施。

消息发布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质疑反对之声甚众。2009年 12月 16日，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出通知，“电
动新国标”暂缓实施。

国标委同时责成相关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
会，要在充分听取相关方意见的基础上，加快修订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以便使该
标准既能够符合产品在安全、环保和节能等方面
法律法规的要求，又能够为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留
有空间，更能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

“从电动新国标的暂缓实施就可以看出，有
关部门在出台这个规定时，没有征求民意，没有
深入调查。”吴公民说，“事实上，电动车新国标
叫停，是民意的胜利，也是民主决策的体现。”

在吴公民看来，电动车节能减排，是一种绿
色交通工具，符合环保要求，将是未来交通工具
的发展方向。

“国家着手制定电动新国标，说明是对电动
车的肯定和重视，而电瓶作为电动车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家也一定会着手进行规范管理的，我
相信，这是早晚的事情。”吴公民对未来还是充
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