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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

话题：四川9名登山者需
交4100元救援费 政府承担
2.6万

网民发言
救援是国家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救援费

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这些驴友本身并不愿
意发生不测，一旦发生，国家就应该救护。
难道说只有国家让去的地方发生了不测才
救援 ，而国家没有说可不可以去的地方发
生不测就要付费？国家有这些方面的规定
吗？ 网友山西康康

凭什么要交呢？难道明天我去爬长城，
一时高兴想在某个城垛睡一晚。没想到整
晚上都有人在搜救我，花费还不菲，事后难
道也要我出？以后别动不动就搜救。这次
幸好没有派出直升机之类的，省不少了。

网友大胡子
政府救援没犯错的公民才应该是不收

费的，不然就是对没犯错的公民的不公平，
因为等于他们也为那些犯了错的公民支付
了代价。 网友herry

话题：记者调查称温州老
板缺钱贱卖豪车

网民发言
企业老板逃债跑路，国家不应该进行救

济。你救济他，再亏了，他还是照样跑。应
该建立依法退出机制。如果逃债跑路，逃避
责任，将损害全社会，危害社会正常秩序，动
摇人们的承受底线。因此，对逃债跑路的人
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一味帮欠债的人。

新浪南牧人
绝对不能救，高利贷、非法集资和资本

投机炒高物价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干扰
市场秩序的罪魁祸首，这种现象绝对不能被
怂恿和鼓励，否则，漫延至全国，将会造成更
加不可收拾的局面，全民投机，物价炒高，产
品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丧失。

网友haohaowan

话题：中国内地富裕人士
达53.5万 全球排名第四

网民发言
希望媒体少宣传点富人，多讲一讲中国

普通老百姓怎么艰苦创业的精神。年轻人
在你们的宣传下都变成了一切向钱看。

搜狐网友

“搞清成本”再谈油气定价机制改革
□刘兵（哈尔滨）

记者调查发现，昂贵的
血燕只不过是染了色的劣
质白燕，是对人体有害的毒
燕，而且这样的燕品居然就
是为中国内地市场量身定

做的。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洲，记者见到了经
营燕窝多年的黄裕仁先生。当被问及血燕是
如何加工出来的时候，黄先生笑答，对于许多
中国的消费者来说，血燕的加工过程或许还是
个秘密，而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燕窝业内这早已
经是公开的事情。 （10月12日央视网）

在评价血燕造假现象时，央视主播既将矛
头指向了缺位的制度监管和行业规范，也将分
析指向了畸形的消费观念。在主播看来，没有
需求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生产，如果人们在
消费燕窝时，以血燕为尊，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自然容易被误导和欺骗。所以，按照央视主播
的看法，在看待血燕造假现象时，也应该把人
们尤其是富人们的畸形消费观打上一棒子。

血燕造假是否源于畸形消费？这个判断
应该慎重作出。的确，畸形消费是存在的，在
一批缺少理性消费观念的有钱人那里，如何消
费确实存在问题，他们就像电影台词中所说的
那样，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他们乐意。而畸形
消费和血燕之间也的确存在联系，因为畸形消
费多了，对血燕的需求也就多了，一些看到“商
机”和钱途的商人便趁机弄虚作假。可是，这
种联系并不是逻辑层面上的因果联系，即使在
畸形消费蓬勃发展之后，血燕造假或者说劣质
血燕也未必能够大行其道。因为，在规范的市
场经济中，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都会被驱逐出
市场，而造假者也将遭受到应有的惩罚。

其实，把对血燕的需求看成是畸形消费也
并不客观。不同群体对消费的需求是不同的，
有的群体消费是为了获得实际的商品和服务，
而有的群体消费则是脱离了基本的需求，他们
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身份，获得认同。尽管，
这样的消费做派在很多人眼中可能是不恰当
的，是应该批评的，但是这种消费也是一种正常
的经济消费，这种消费在满足特定群体特殊心
理的同时，也带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从来不排斥正常的消
费行为，哪怕一种消费行为被贴上了畸形消费的
标签。只要这样的消费是符合法律、道德规范
的，人们就应该接受这种消费行为的存在，社会
就应该对这样的消费行为进行同等的保护。在
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如果连富人的消费都保护不
了，也就遑论保护其他群体的正常消费了。

别把血燕造假归咎于“畸形消费”
□李劭强（南京）

打击地沟油莫陷入技术依赖
距离 9 月中旬公安部公布破获跨省地沟

油大案已有一个月的时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邓海华日前透露，目前征集到的5种地沟油检
测方法特异性不强，不能很好地分辨出哪些是
地沟油，哪些是食用油，有关部门将再向社会
公开征集方法。资料显示，从各国情况看，目
前，地沟油并无特效的检测技术。

（10月13日《新京报》）
网友诘问：“在饭店都能吃出来的地沟油，

仪器竟然测不出来？”其实，地沟油并非只是个
技术难题，归根结底是个监管问题。早在去年
3月，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何东平就曾估计，“2009年上半年，全国各地返
回餐桌的地沟油大约有200万吨”。去年9月，
国务院专门发出《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
物管理的意见》，要求开展“地沟油”专项整
治。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却纷纷表态，本地没
有地沟油流向餐桌。更有专家断言：地沟油不

可能变身为食用油，因为除臭的成本太高，造
假者挣不到钱。是的，倘若各地各部门早日重
视，地沟油生产非法企业，恐怕不会就此坐大。

地沟油问题需要标本兼治。在监管补漏
之外，也要政策疏导。那些欧美国家都曾有过
地沟油冒充食用油的现象，最后通过法律严
惩、政策优惠，统一回收等措施，使得地沟油变
废为宝成了生物柴油——是的，打击地沟油或
许还缺少技术支持，但恐怕更差决心。只要监
管好了地沟油，技术问题将不会是问题。倘若
陷入技术依赖，坐等低成本的检测方法，也就
只好任地沟油继续泛滥了。 刘义昆

不要把钱说得那么可怕
“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是魔鬼”——这句

话是杨光亮在受审时的开场白。10月 12日，
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茂名市委原
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涉嫌受贿和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次开庭。 （10月13日《南方日报》）

许多落马贪官都留有“经典”言论，杨光亮
的话也很“经典”，道出了他此刻对钱的憎恨。
检察机关指控，1992年~2009年，杨光亮在担任
茂名市电白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茂名市
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折合人民币1048万余元、港币200万元，还有
折合人民币 3464 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看来他真的是栽在钱之上。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实质并非如此。
比尔·盖茨富可敌国，刚辞世不久的乔布斯也拥
有70多亿美元的资产，他们比杨光亮不知要富
有多少倍，也没有见钱给他们带来什么噩运。
乔布斯虽然英年早逝，但决非受钱所害，而是病
魔要了这位天才的命。可见钱并不是魔鬼。

钱不是魔鬼，权才是魔鬼。试想假如比
尔·盖茨的钱并非来自合法所得，而是来自贪
污受贿，来自权力寻租，他可能也要被钱所
害。如果杨光亮手中无权，或权力受到了有效
监督，他想贪污受贿也难，也就不会有今天的
下场了。杨光亮为权所害。

权力是魔鬼，这是现代文明的共识。绝对
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已经为无数
事实所证明。因此不要把钱说得那么可怕。

陈豫川

随着16个月来首次油价
下调的落定以及资源税改革
全国推广的临近，我国新一轮
石油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大
幕就此揭开。权威人士昨天

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成品油与天然气两大定价
机制改革方案均已到达国务院层面待批，未来
国内成品油定价透明度将增加，而气价或随国
际油价动态调整。（10月13日《上海证券报》）

确实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存在着调价
周期过长、调价时间滞后、国内成品油价难以
及时反映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定价公式透明度

较低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要想让油气的价格
更合理，有两点必须搞清楚，一是要打破垄断，
二是要搞清成本。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想打破
石油巨头在成品油市场上的垄断显然是不现
实的，那就应该退而求其次，先搞清楚油气成
本再说别的问题。

因为成品油定价涉及石油巨头们的最直
接的利益，他们所做的肯定是想方设法增加炼
油成本，因为在目前的成品油定价的参考依据
中“税金、合理流通环节费用和利润”等都没有
什么搞头，其弹性有限。但“国内平均加工成
本”就不一样了，想把其做大是非常容易的事

情。而如果说“国内平均加工成本”并不是石油
巨头自己上报的，而是通过成本核算来的，但那
也没用，因为只要石油巨头知道成品油怎么定
价，他们就有相当多的办法在账本上把炼油成
本增加的，而且就算是审计部门都没辙。

应该承认，目前的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确实
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那
是很容易调整的，而“国内平均加工成本”才是关
键中的关键，只要这个数字糊涂，就算是一天一
调整成品油价格也没用。而“国内平均加工成
本”的确定也没有多难，只要调用地方炼油厂前
几年的账簿进行综合核算就可以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