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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大气污染再
迈一步。据财政部网站 10
月 14 日消息，中央财政将
安排50亿元人民币用于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治理工作，重点向污染严重
的河北省倾斜。这笔资金
将以“以奖代补”的方式，按
上述地区预期污染物减排
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
浓度下降比例这三项因素
分配。（相关报道见今日本
报AA11版）

今年以来，中国发生
大范围雾霾天气，约四分之
一国土面积受影响，其中华
北地区尤为深重。透支环
境制造的恶果，不仅仅影响
到社会发展的品质，更威胁
着民众的健康。在雾锁中
国的环境焦虑之下，国家安
排专项资金进行大气治污，
预示着中国大气治污向前
迈进了一步，这无疑是值得
期待的。

公众期待之余，也有疑
问：50亿的专项资金能够促
成空气质量多大程度的改
善，“以奖代罚”的资金分配
方式是否合理，地方政绩与
治污大局如何从博弈走向
共识……种种疑问，不仅仅
关系到专项资金的使用效
率及效果，更是折射出恶劣
环境下，民众释解环境焦虑
的急切。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不
仅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
界的难题。环境保护的背
后，充满着诸多的利益博
弈：之于国家发展，它既是
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之
于地方政府，它还可能是政
绩问题……发展与保护的
矛盾，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
在。因此，治理大气污染，
国家的重视和财力的支持
很重要，但找到地方发展与
环境保护间的平衡点，恐怕
才是让观念发生转变的关
键。

而“以奖代补”的资金
分配方式，本质是专项资金
的专项考核，与当下的政绩
考 核 体 系 关 联 性 并 不 太
强。虽然它具有绩效的正
面导向价值，但这种方式是
否对专项资金覆盖的地方
政府具有促进作用呢？效
果显著，可以获得更多的奖
励，那么动作迟缓和滞后的
呢？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
的惩罚机制进行鞭策？而
环境保护作为国家战略，却
往往不能在发展水平及官
员政绩的考核中得到严格
体现，这也是各种环境保护
行动在地方举步维艰的原
因所在。应该看到，环境问
题愈发紧迫，在发展过程中
已然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
选项。

国家财政 50 亿专项资
金注入华北空气治污的新
动作，无疑表现着国家层
面的环保决心。但是，这
50 亿专项资金，能否促动
地方发展观念的转变，从
GDP 的迷信中走出来，致
力于创造“绿色政绩”？光
有资金注入，恐怕远远不
够。并且，即便是大气质
量变好了，其他环境问题
呢？并非要求太苛刻，只
是希望，解决环境问题，既
要有专项的聚焦，更需要
有长远的战略性规划。因
为，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
孤立的问题。

按照9月公布的《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
2017 年 京 津 冀 地 区 的
PM2.5 浓度应当比 2012 年
下降 25%。50 亿的专项资
金投入，能否达成这种数
值上的预期，需要时间来
考证。而更重要的是，环
境问题的解决，更应该从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
动思维中突围出来，在理
念 和 制 度 层 面 实 现 可 持
续。面对环境焦虑症，形
势是紧迫的，但有共识仍
需确立：既要看到华北雾
霾锁城的严重性，也应该
看到环境污染在整个发展
格局中的沉重性。
□时言平

■个论

大气治污：新动作能否解决老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上周于文莱举行的东
亚峰会期间对美国国务卿
约翰·克里说，“中方高度关
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这
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全球瞩
目的美国债务僵局所发表
的最高层声明，足以令人感
觉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忧虑。

从政治或战略的角度
看，美国目前遇到的问题对
中国及人民币而言未必不是
一个重大的机会，但这是一
件知易行难的事情。对外汇
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逐渐
降低对美国国债的依赖是近
年来中国各界的共识及努力
方向。成效不能说一点都没
有，2010年6月到今年6月的
3年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管
理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的美
国国债比例由45%下降到了
35%；同期，中国外汇储备中
的所有美元资产的比重也从
69%降至49%。

对于中国政府正在谨慎
而稳步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
战略来说，美元霸权的衰落
或许的确是一个契机。因为
若美元的吸引力下降，人民
币的吸引力则会相对上升。
全球支付公司Swift不久前
发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
世界外汇交易量中所占份额
从 2010 年 的 0.9% 跃 升 至
2013年的2.2%，交易地位三
年内跃升8位，目前已成为

全球第9大货币。
不过，有两个问题严重

制约了这种摆脱“美元依赖
症”的长期战略的进展：首
先，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太
大且增长太快，根据国家外
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今年
6 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差
不多是五年前的两倍。这
意味着，即使投资美元债务
的比重下降了，但总量其实
仍然在迅速上升。第二，在
资本账户尚未全面开放的
情况下，要实现人民币的全
球流通是不可能。

这就将问题又带回到
一个老生常谈的原点：必须
改革目前中国的外汇管理
体制，尽管形成一个“藏汇
于民”的分散的外汇储备模
式，同时加快人民币资本项
目下的完全开放。应该说，
这两点是一枚硬币的正反
两面：实现了后者，前者自
会水到渠成。不久前正式
挂牌的上海自贸区正是试
图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然而话还得说回来，短
期来看，即便美国真的违
约，中国所持美债的面值大
幅度缩水，其本身其实并不
构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
是因为，这种违约显然只可
能是非常短暂的。美债违
约威胁的根源不在于经济，
而是政治纷争所致，这决定
了美国不会像希腊或马耳

他那样赖账或减记。中国
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不是金
融企业，并不急着等钱调头
寸，因而这种缩水只具有账
面意义。美国国会终将达
成妥协，而中国所持有美债
的本息也终将一分不少。

相对于这种直接的损
失，美国债务违约可能引发
的潜在的金融动荡乃至经
济衰退，对中国经济而言将
造成更大的损害，虽然这是
间接的、难以预估的。

美国的债务危机本质
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它反映
的是美国国内日趋两极化
的政治格局。但它并不像
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左翼阴
谋论者想象的那样，是一场

“掠夺世界的货币战争”，因
为它首先伤害到的就是美
国自己。但不管怎么说，只
要中国不能降低在金融和
商品两个市场对美国的严
重依赖（前者依赖美元，后
者依赖美国的需求），我们
就不可能摆脱被动地沦为
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牺牲品
的命运。

虽然这是一个全球化
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独善其身，但以中国自身辽
阔的幅员和庞大的人口，中
国经济原本完全有可能比
现在拥有高得多的自足度
和自主度。
□陈季冰（知名财经评论员）

面对美国债务违约，中国怎么办？
10月14日上午，一张来自余姚

水灾现场“背人蹚水”的照片在华声
论坛引发大量转载，照片上一位老
者背着一名穿皮鞋的男子蹚水而
行。有网友评论说“又一名鞋哥火
速出炉啦！”（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
AA11版）

六旬村支书背“穿高档皮鞋”的
领导视察水灾，一下子吸引了大量
的舆论关注。而所谓“当事人系我
镇机关工作人员，于13日上午去魏
家桥村上门走访慰问患重病村民”
的回应，表面上是及时的，但由于对
涉事官员名字的遮掩，又引发了大
量的猜测。

“某领导你是作秀去的吗？六
十来岁的人来背你，好意思吗？”从
常识判断，难道对高档皮鞋的“保
护”超出了救灾需要？若真是救灾，
何以穿上了“高档皮鞋”？若不是救
灾和走访慰问，官员何以劳驾“六旬
村支书背”呢？

处处充满了疑问和困惑。接下
来的问题是，当地有关方面有必要
对“我镇机关工作人员”遮掩吗？何
不痛快说出“尊姓大名”呢？事实
上，为这位官员进行哪怕丁点的遮
掩，就是在用政府的公信力和公众
的信任度在“赌博”，弄不好，就会造
成杀伤公信力的“次生灾难”。

在各方日益尊重公众知情权和
监督权的当下，当地有关方面实在没
有必要为这位官员“讳”。一是不值
得，连视察水灾都要“靠背”的官员，
怎值得“遮掩”呢？二是回应公众和
社会关切，比遮掩重要多了；三是公
开视察水灾都要“靠背”的官员，对其

他官员是难得的教育和引导。
长期以来，社会染上了“为官者

讳”的陋习。而殊不知，这不仅伤害
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丧失了对官员进
行教育和纠正的机会，让一些官员在
不知不觉间自我膨胀，不把民众的监
督和需要放在眼中。在一些地方，

“为官者讳”更是发展到了无所不在
的程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具体到该起事件上，问题的关
键是，难道公众没有权利知道官员
的名字吗？其实简单分析不难发
现，在这件事上，为官者讳的目的并
没有达到，相反更激发了公众“想知
道”和“要知道”的愿望，而这种公众
的关切和舆论的关注，很可能就是
接下来的“后续新闻”。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种遮遮掩
掩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长此下去，为官者讳背后的权力自
负和傲慢，必将衍生出更多的次生
灾害——公信力的持续下降和公众
信任度的持续降低。并且，公众最
终必定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某官
员”的名字——假如不想让小道消
息流传的话。

所以从本质上说，这种为视察
水灾都要“靠背”的官员进行遮掩，
伤及的还是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对
其他官员的不公平和无形伤害。面
对后续追问，假如当地相关方面不
进行回应，无形中更降低了公众的
信任度，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严重的
后果吗？行文至此，不言自明：有必
要为视察水灾都要“靠背”的官员

“讳”否？基于常识的立场，相信所
有人都不难作出判断。 □朱四倍

■街谈

讳“穿高档皮鞋”官员是次生灾难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部
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在
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艾滋病患
者入浴的警示标志。该征求意见
稿公布后，公共浴所对艾滋病人

“说不”有没有必要，也引发了业内
人士和社会公众的争议。（相关报
道见今日本报AA12版）

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
引发坊间争议。反对者多认为，此
举涉嫌歧视艾滋病患者。确实，现
实中，艾滋病患者如果表露身份，多
难以享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权利。
无论是餐馆，还是咖啡厅等公共场
所，一旦艾滋病患者表露自己，这些
地方多半会对他们说不。而从表面
上看，公共浴所似乎传播风险更甚，
因而在这类场所，一般人的潜意识
还是倾向于拒绝艾滋病患者入内。

但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担忧艾
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引发传染，似
乎有些杞人忧天。根据报道，“多
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没有一项显
示有人因出入公共浴室而感染艾
滋病”。况且，据专家研究，艾滋病
病毒主要寄存于人体血液，通过呼
吸道、消化道和完整皮肤的接触不
具备感染的可能。因而，如果禁止
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似乎不仅
歧视了艾滋病患者，还有挑战常识
底线的嫌疑。

但揆度现实，官方这种考虑却
不无道理。虽然科学而言，普通人
和艾滋病患者共浴难以感染艾滋
病，但从现实操作的角度而言，有

谁能保证我们的身体时时无伤
口？更何况，有时候，人们受的伤
较为隐秘，不仔细检查，还难以察
觉。当艾滋病患者与此类人接触，
感染的风险，有谁能说没有？更何
况，公共浴室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
例行检查，即使是检查，也不可能
面面俱到。因而，从理论上讲，禁
止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也是为
更多普通人的健康考虑。

综合上述意见，禁止艾滋病患
者入公共浴室的规定，最大的争议
点不是涉嫌歧视艾滋病患者，而在
于从现实层面而言，这条规定欠缺
操作空间。比如，如何禁止艾滋病
患者入公共浴室？以肉眼而论，一
般无法判定出艾滋病患者，所谓禁
止，在实际操作上有可能沦为空
谈。因此从目前的环境而言，推行
这样的规定，恐难以落地。而行业
规定的威信，就在于落地执行，倘
若从一开始就陷入难以执行的境
地，这样的规定又怎能长久？怎能
收到规范行业的效果？

所以在公共浴场，如何管理艾
滋病患者，是一个颇具挑战的管理
命题。一方面，“严格禁止”等字
眼，确有歧视之嫌。另一方面，一
视同仁，又有潜在的感染风险。综
合考量，有关方面对此的管理，宜
加大事后的惩罚力度。比如，艾滋
病患者在明知道自己伤口破裂的
情况下，仍进入公共浴室，需担负
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事后的惩
戒，构筑起公共浴室的安全防火
墙。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公共浴室该不该禁艾滋病患者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