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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8月25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增加广告荐
证者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这意味
着，明星等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
或未接受过的服务作证明。明知或
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证明的，将
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2版）

以立法形式规范明星代言产
品，当然体现了一种制度预防意
识。但只是具体到实践，所谓禁止
明星给未使用产品代言，可能难以
落地。一则，使用多久难以厘清。
使用一次算不算？以医疗保健类
产品为例，多需要使用一两个疗程
才能见效，那些仅仅浮光掠影用过
一两次的明星，能否代言此类产
品？更何况，明星并非专业人士，
对于一些产品根本无鉴别能力，仅
仅是使用过能否起到预防虚假代
言效果？二则，明星如果违规，所
谓的“连带责任”是否包括刑责？
对于那些情节恶劣以及导致严重
社会问题的虚假代言，仅仅是“没
收违法所得和罚款”能否起到诫勉
作用？须知，对于一些一线明星而
言，拍部电影即片酬不菲，杯水车
薪式惩罚难收到成效。

以此而论，“增加广告荐证者
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还需要一
些配套制度跟进。比如规范明星
代言范围，如北京工商大学民商
法教授张健华所言，针对不同的

明星，如演艺界、体育界等不同界
别的明星划定相应的产品代言范
围，尽量避免跨界代言，减少因为

“无知”导致的虚假代言，利于相
关部门监管。

而更重要的是强化违反这种
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美国
老牌歌星、影星雪儿曾因被证实没
有使用过所代理的美容品而被处
以50万美元的罚款；法国电视主持
人吉尔贝付出的代价更大，他因为
一种戒指做虚假广告而入狱，罪名
是夸大产品的功效。国内虚假代
言案也应该有这样的经典案例以
儆效尤。

关于明确“广告荐证者行为规
范和法律责任”，加拿大的做法值得
参考，其《广告标准准则》第七条强调

“代言、推荐或证明者必须是该产品
或该服务的实际使用者”，同时规定
违反该原则将视具体情况“承担相应
的民事或刑事责任”。本轮广告法修
订，如果能在“连带责任”的基础上有
所突破，考虑让明星虚假代言中的情
节恶劣者承担刑责，并针对不同违法
情况，给出禁止代言数年或取消其
代言资格的相应处罚，将更有助于
遏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广告法修订要尊重的一条原
则，即是有关各方应当承担什么样的
责任。唯有厘清了这个大前提，所谓
的禁止明星给未使用产品代言，才有
可能真正发挥效力，不负众望。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个论

买卖北京户口的利益链靠什么斩断

■街谈

中国政府网25日发布消息称，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提出

《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目
标到2015年底前试点地区全面完
成现有排污单位排污权核定，到
2017年，试点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制度基本建立，试点工作基
本完成。（8月25日新华网）

以排污指标为载体的排污权
交易像商品一样买卖，这在我国的
长江三角洲已操练了好几年，且取
得了成功的经验。江苏省实施太
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试点，纳入首批试点的
915户重点企业中，98.5%已实现了
排污权网上申购管理，2009年征收
排 污 权 有 偿 使 用 费 达 7739.4 万
元。自此，排污企业不再有“免费
排放的午餐”。现在，决策层已确
立排污权交易试点完成的时间表，
意味着这一制度将向全国推广。
但是，成熟的排污权交易模式如约
而至，亟需保障制度的跟进。

新《环保法》对排污许可证作
出了原则规定。要使这一规定既
成为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制度的前置条件，又为企业交易后
合法排污提供垫底性的法律依据，

这一法律原则应与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正在试
点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相关联。尤其是要细化法律条款，
通过实施细则、条例规章等形式确
立排污权交易的市场规则和监管，
为排污权交易市场化提供科学合
理、公平有序的运作规则。

在排污权交易中，企业之间的
无序竞争，甚至是恶意竞争，应通
过细化法条来予以遏制。比如有
的企业操纵市场，囤积居奇，掌握
大量富余排污指标或“捂盘”惜售；
或漫天要价；或限制竞争，搞选择
性交易等。对此，“指导意见”明确
对在交易中弄虚作假的排污单位，
要依法严肃处理，并予以曝光。但
仅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细化的
惩戒条款。

更值得关注的，地方政府在排
污权交易中的利益博弈必须得到规
制。否则，将导致某些地方政府操纵
交易，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甚至滋
生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
比如招商引资中的所谓“重点保护企
业”，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掌中宝”，会
得到更多的排污总量和指标。

还有，会有企业通过利益输
送，以权钱交易等潜规则获得超量
的排污指标。这对其他企业是极
不公平的。另外，某些地方政府出
于政绩与利益考量，以地方保护的
惯用手法干预排污权交易，为本地
企业排污费卖给外地企业设立所
谓“门槛”，甚至只准“内部消化”，
禁止卖给外地企业。只有授权超
脱的监管部门、以统一规范的法规
细则来严格规制，对可能出现的各
种违规行为都确立具体的法律责
任，排污权交易才能在法律制度的
护卫下绿色运行。□梁江涛

让排污企业不再有“免费排放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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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
会道德的根本要求，维系社
会正常秩序的基本准则，也
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理应成
为时代的社会风尚，人人学
习，人人践行。(相关新闻见
昨日本报A08版）

公务员作为行使国家行
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
员，在社会信用体系全面建
设阶段，不仅不能缺席，还要
有更高要求、更大作为，才能
提升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效
率，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从

个人层面讲，对公务员的失信
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
用，公务员一旦出现“不诚信”
行为，将被监督记录下来，并
与之个人利益、政治前途相关
联；从政府层面讲，能够增进
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拉近政
府与群众的距离，方便群众有
效监督；从社会层面讲，也具
有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有利
于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
礼让宽容的社会风尚，是道德
实践活动的方向。

我市明确将“诚信”考核
量化纳入全市公务员绩效考
核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探
索，是打造诚信郑州的有益
尝试。这种探索和尝试，可
能还有需要完善和提升的地
方，但毕竟是个好的开始。
从制度建设入手，从自身做
起，提高约束力和惩戒力，体
现出政府在加强政务诚信建
设方面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相信通过不断完善公务员监
督机制，诚信观念会渐渐深
入人心，从而为进一步建立
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奠定
良好基础，提供有益经验，有
助于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
耻的良好社会风气。

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非
法倒卖进京落户指标犯罪团
伙，该团伙与 10 余大型国企
及高新技术公司人事部门人
员勾连，为 80 余名外地应届
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办理北京
户口，非法牟利 300 余万，最
高一个户口卖了33万。13名
涉案者被批捕。（相关新闻见
今日本报AA11版）

要斩断户口买卖的利益
链，铲除倒卖北京户口的利益
土壤，打击倒卖户籍犯罪团
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措
施，应该是加强落户指标的
监管，避免落后指标成为大

型国企或高新技术公司自由
支配的资源，把稀缺的指标，
真正落到政策优待者的头
上。通过加强管理卡住供应
端，是户籍壁垒尚未打破前，
遏制户口买卖的现有路径。

而治本之策，还是要回
到户籍改革的轨道上来。当
户籍壁垒制造的权利和福利
鸿沟，被更加均衡的公共资
源分配所化解；附加于户籍
上的权利和福利更加平等；
当公民权利随时随地可以兑
现……到那时，北京户口上
迷人的优越感愈来愈淡，谁
还会在乎一纸北京户口呢？

买卖北京户口的利益链，也
就失去了依存的空间。

户籍改革已经在路上，
户籍制造的权利和福利藩篱，
也将在未来被打破。以维护
法律尊严的名义，加强落户指
标管理、打击倒卖北京户口行
为，是当前紧要命题；从更长
远的格局、更广泛的公平来
看，通过户籍改革缩短户籍上
的权利和福利差异，则是改革
需要解决的问题。

买卖北京户口的利益链
靠什么斩断？唯有分配公
平，唯有权利平等。
□时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