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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近日广州市物价局公布《广州
市优化调整停车场差别化收费方
案》：一类地区住宅区露天停车场从
过去每小时1元上涨到每15分钟1
元，上涨幅度 300%；路边咪表停车
从每 15 分钟 2 元上涨到每 15 分钟
5.5 元，最高限价由 80 元/天上涨到
176 元/天；商业停车场由半小时 5
元上涨到15分钟4元。广州市物价
局解释，本次差别化停车收费优化
调整，就是要通过价格杠杆的作用，
引导个体车辆尽可能选择城市外围
停放，引导市民选择公共交通方式
出行，以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状
况。（3月18日《人民日报》）

治理交通拥堵，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它需要城市道路交通基础
设施规模的提升，从而满足不断膨
胀的都市人群出行需求。但道理虽
然如此，相关部门对交通拥堵的治
标之策却也得提上日程。毕竟，过
分拥堵的交通，若不及时予以疏解
压力，恐怕还未等及基础设施的升
级，便已经影响到了城市的正常运
转。基于此，许多城市都会考虑出
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缓解交
通拥堵带来的压力。广州这次搞
出的停车涨价方案，也正是试图运
用经济杠杆，调节交通压力的一种
尝试。

从民生角度而言，广州市政府
治理拥堵的尝试无疑满怀善意。只
是，这个办法可能并未能奏效。因
为，总的停车量摆在那里，需要停车
的人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群，因为

停车价格上涨了，就放弃开车出
行。但这部分群体难以影响整个拥
堵格局。一则，以广州的经济发达
地位，能够交得起这种停车费的人，
必然有相当大的基础量。二则，一
些工作经常加夜班并且住得偏僻的
群体，难以放弃开车。只要他们不
改变，涨价治堵就难以发挥功效。

设计涨价治堵的方案，是出于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对人的经济
理性判断。但城市拥堵从本质上
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而
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现象。片
面依靠所谓停车涨价，甚至以涨
价替代管理，虽然可能在局部地
区起到作用，但由于无法收获全
局性的减压效果，终将招致人们
的不满。人们会认为，相关部门
在停车问题上，只看车主有没有
钱，其实毫无借此舒缓交通压力的
诚意。

这种可能存在的结果，当然不
是我们所乐见。因而对广州相关部
门而言，必须把涨价治堵可能引起
的 公 平 性 争 议 纳 入 决 策 思 考 范
围。考虑运用制度安排，制订更
接地气的方案，既解决治堵之策
的公平性问题，又实现舒缓交通
压力的目的。就目前而言，以行
政手段，限制单双号出行、错开出
行高峰是一个比涨价治堵更容易
立竿见影，又能赢得群众信任的
举措，它对每一个车主都打开了
一扇机会公平之门。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涨价治堵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个论

社科院测算，我国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
成本约为 13 万元。社科院
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
均需要支付 1.8 万元的生活
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
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
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
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
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
6500亿元。

（3月 18日《21世纪经
济报道》）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房
子的城镇化、而应该是人的
城镇化。有人将之概括为

“ 农 民 进 城 、资 本 下 乡 ”。
进城自然就要成本，就像
不少农民说的，“除了空气
免费，其他都得花钱”。社
科院的测算，其实已经是
去年的事情，各地早有自
己的算盘，譬如“山东农民
进城人均公共成本 18 万，
住 房 成 本 占 比 重 最 高 ”
等。此前有数据说，20 年
内，中国将有近 5 亿农民需
要实现市民化，以此基数来
测算公共成本，恐怕真的要
非常吓人。

农民进城，自然要分蛋
糕，老“食客”自然不大乐
意。道理不复杂，公共资源
总是个定量，譬如医疗、教育
等优质资源，僧多粥少，饭碗

堪忧。“这就像坐电梯，上了
电梯的人不愿意电梯多停楼
层，也不愿电梯再进人。”于
是，农民进城成本就成了一
张金字招牌，借此提醒地方
部门要“悠着点”、“慢着点”。

“农民进城成本”真那么
可怕吗？事实显然并非如
此。因为“假设公共成本是
由政府来出钱”这个说法，本
身就荒诞不羁。2013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
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
断言，“对农民工进城的成
本，财政投入并不大。”以重
庆户改的经验为例，每个农
民工进城成本在 10 万到 12
万。其中，1/3 是属于政府
要 拿 的 钱 ，2/3 是 属 于 社
保。社保里头，其中有 1/2
是企业要出的，1/2 是农民
要拿的。上述支出还不是
当年即期支出，所有这些成
本都是要分十年，等于平均
每年一个农民工的进城成
本是一万块钱，而这个一万
块钱还有 70%是由企业、农
民承担，剩余的三千多才是
由中央、省级政府和地方政
府共同承担。

财政占比有限、多级政
府 分 担 ，而 且 还 是“ 分 期
付 款 ”，这 成 本 有 什 么 可
怕的呢？

凡事谈成本，自然不能

不说收益。国家统计局1月
20日公布数据称，2013年末，
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升 至 53.73% ，比 上 年 提 高
1.16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
来看，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
城市化率都在75%以上。这
起码说明，中国城镇化还有
很大的空间。据权威测算，
2001年到2011年10年期间，
城镇化每提高 1 个百分点，
就会拉动投资增长 3.7 个百
分点，拉动消费增长 1.8 个
百分点。甚至有经济学家
认为，城镇化每提高一个
百分点，可以替代出口 10
万亿元，未来 5 年，如果城
镇化进展顺利，我国居民
消费规模会从不到 20 万亿
元提升到 30 万亿元，投资
的需求规模或达 40 万亿。
这对于转型的中国宏观经
济来说，是扎扎实实的内
需机遇。

成本当然是支出、是负
担，但推动中国农民进城、
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不
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
命题。让农民带着资本收
入进城，让城市福利均衡
化、公平化，“农民进城成
本”就不至于成为横亘在
历史大势与农民权益面前
的一块顽石。
□邓海建

“农民进城成本”真有那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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