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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最低消费”
是赤裸裸的绑架

□王石川（北京）

湖北省赤壁市在供水“一
户一表”改造后，对用户设置每
月5吨的保底用水量，用水不足
5吨的按5吨收费。2月25日，
赤壁市供水总公司办公室程主
任称，目前水价太低，企业亏损
严重，不得已才出此决定，待今
年上半年水价上调后，保底用
水量将取消。

（3月1日《京华时报》）
“最低消费”无处不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到一些

饭店就餐时，往往被告知必须消费一定数额。实际上，
这种霸王条款是一种违法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
规定。”孰料，赤壁当地居民在用水时也被强迫最低消
费。

在我看来，赤壁市供水总公司所设置的最低用水5
吨，不只是单方面的霸王条款，还是侵犯公民财产权的
恶劣行为。用水不足5吨或者根本就没用水，也按5吨
收费，这种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霸王条款，也不是一般
的乱收费，而是赤裸裸的绑架，已经涉嫌抢掠公民的合
法财产。如此劣行，令人震惊。但赤壁市供水总公司
并不觉得有什么过错，反而拿“目前水价太低，企业亏
损严重”搪塞。这显然是丝毫经不起推敲的谬论。

首先，即便“目前水价太低，企业亏损严重”，也不
等于供水总公司就可以随便将手伸向居民口袋，并且
是强行收取。如果放任这种行为下去，公民的财产权
安有保障？在利益的天然冲动下，任何提供公共用品
的企业，都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僭越边界。

其次，谁来判断“目前水价太低，企业亏损严重”？
企业有没有亏损，应由数字和事实说话，应该向老百姓
晒一晒账本。有些地方也是动辄说供水企业亏损，但
企业往往选择性地拿数据糊弄公众，这就不能使人服
膺。

最后，即便企业亏损严重，也应该先压缩开支，而
不是拿消费者开刀。据报道，不少供水企业人员严重
超标，有的城市供水企业人员超编在50%以上，导致管
理费用过高，企业陷入亏损。这种状况导致的供水损
失是供水企业之过，怎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尤其值得关注：赤壁市供水总
公司办公室程主任接受采访时称，今年上半年，该市水
价将上调，上调水价后，保底用水量将取消。如此表态
令人错愕，涨不涨价，谁说了算？众所周知，我国已经
实行听证制度，《价格法》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
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听证。当地
举行听证了吗？程主任为何如此自信，笃定认为水价
必涨？假如水价真的如其所称“必涨”，我们可以猜测
这是权力从中作祟吗？

“用水最低消费”，说白了就是一种绑架。供水企
业为提价，不惜绑架公共利益，侵占公民财产。对这类
行为，不仅物价部门应该介入，司法部门也应该介入。

锐评

需要强调的是，开发商在道德与利润之间取舍时，
需要外部市场格局的优化，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就是
让央企率先垂范，彻底从商品房市场中退出，转而专攻
保障房供给，借此来平衡市场竞争。

未来五年建成3600万套保障房的政策目标已经明
确，这意味着商品房和保障房市场供给终于有望实现
平衡，开发商的强势地位得以修正，市场道德观念也将
随之而落实。但令人担心的是如何落实这一目标，而
让央企承担起这一责任则无疑是最佳选择。如此一
来，既可避免央企入市推高地价房价，又能够打破市场
僵局，让央企本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得以体现，是实现开
发商道德水准提升的重要举措。总之，重建开发商道
德血液需要央企率先输血。

——《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