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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租、出租司机绕路宰客、
借书逾期不还、破坏书籍……上
述信用信息都将纳入上海市
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简称
信用平台），供政府部门、信息
主体自身、信用服务机构等查
询。（9月24日《东方早报》）

信用平台的建设最重要的是
要公平和开放。具体而言，给所
有个人，包括企业和组织等建立
信用档案不难，难的是具体操作
中，是否一视同仁。在公众的固
有观念中，社会强势阶层包括有
能力的企业和有权势的人，有可
能想尽一切办法修改自己的不良
信用记录。而类似的事情这几年
来，实际已经有报道。一些人确
实有能力修改信用记录，由此还
形成了一个地下交易黑市。

其次，信用信息关系重大，
征信的范畴应该由谁定？无论
对于企业、组织还是个人来说，
无限扩大征信范畴是否合适，
有必要深入探讨。譬如上海拟
规定违法搭建、群租、出租司机
绕路宰客、借书逾期不还、破坏
书籍……可谓非常详细，但这些
都记入信用记录，是否有必要，至
少不该由相关部门直接说了就
算。毕竟，失信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狭义的失信仅仅包括不遵守契
约、法律的行为；而广义，几乎可以
涵盖一切不道德、不守法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广义上的
信用信息，部分属于公民隐私，
无限被纳入信用记录，确实不
合适。如果对征信的范畴不先
做大讨论，任凭相关部门自己

说了算，未来信用记录的范畴
或将被泛化，公民隐私荡然无
存。

再次，对于失信行为的认
定和惩罚不应太随意，当受到
严格管制。一些政府部门出于
打击报复考虑，完全有可能滥
用失信行为认定权，导致公民
和企业、组织在未来的生活、发
展中遭遇困境。就像有网友揶
揄的，如果批评了下上海，是否
就可能被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无论个人、企业还是组织对于
其自身的信用记录，都应有申
辩的权利。建立一套信用申辩
机制很有必要，这也是国际经
验，而这方面无论上海，还是整
个中国的征信体系建设都还很
不够。同时，对失信行为的惩
戒，应该有严格约束，不能太随
意，应该给失信公民、组织、企
业重新来过的机会。譬如此前
的公民个人信息记录，每5年更
新覆盖过往记录，这样的善政
有必要继续坚持。

另外，一个地区是否只该有
一个官方的信用平台？在美国
和欧洲一些国家，都有多个不同
的信用平台，这样有利于全面反
映个人、企业、组织的信用状况。
开放总比封闭要好，多个信用平
台也有助于征信行业的发展，也
可以提高社会信用程度，并减少
单一信用平台因权力过大寻租
的机会。这些想法可能不够全
面，但确确实实反映了公众和社
会的一些担忧，也是各界对信用
平台建设的殷切期盼。□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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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浦江县最近出台政
策鼓励献血。其中，无偿献血
在4000毫升至8000毫升者，其
直系子女参加中考可获得１至
３分的加分，这一条款引发社
会热议。（相关新闻见今日本
报AA15版）

“献血加分”，作为一项牵
连甚广的教育政策，其出台过
于随意。或许，它的确能调动
公众的献血积极性，但不可忽
视的是其对教育公平所造成的
恶劣影响。如果任由这种政策
持续下去，难免会引发新的矛
盾冲突给政府公信带来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献血是一
种道德行为。对其的补偿与表彰，
显然不应影响其他人的正当利
益。在道德领域内，如果因为一个
人做好事，就要以提升其利益损害
他人权益的方法鼓励，既违反了道
德引人向善的本意，也埋下了一定
的用血安全隐患。试想，如果因为
献血可以加分的利益驱使，导致少
数医生与献血者合谋，继而导致不
健康的血源进入血库，岂不是酝酿
了比缺血更可怕的困境？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除
了考虑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还应
思考政策本身的科学性与正当
性。罔顾这些公共政策的基本
常识，只图如何顺利解决，容易
走入“一刀切”的误区。就献血
难而言，它并非一个光靠实际利

益刺激所能根治的问题，更需要
有力的机制保障，保证人们的献
血爱心。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等规定要求“无偿献血
者本人及其不享受公费医疗和
劳保医疗待遇的直系亲属，因病
需要用血时，可以享受全部或部
分免费用血”，但具体到执行层面
仍然乏力。因此，如果相关部门
能够对症下药，抓好这些制度的
执行，疏解这些困难，无疑会促使
民众对献血工作的信心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浦江县
“献血加分”政策中，还有一种
法治现实必须重视。从整个

“献血加分”内容来看，这无疑
违反了上位法《教育法》的相关
精神。但为何，这种条款出台
如此顺利？对地方政策法规的
审核程序，是否存在一定的漏

洞？浦江当地相关部门表示，
“献血加分”条款是基于《浙江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办法》“三免”政策的基础上
所增加，但说到底最直接的违
反教育公平的行为还是浦江当
地所为。一项县政府的政策，
何以能有如此大的能量，影响
国家教育考试，影响国家人才
选拔，这应该成为理顺行政关
系、捍卫法治理念的重要一课。

对浦江当地而言，毫无疑问
应当反思“献血加分”，但同时更
应思考的是地方政策出台应当遵
守怎样的法治理念与公共常识。
唯有以这种态度，面对舆论压力，
审慎思考公共政策所可能面临
的利与弊，才可能压缩不靠谱政
策的空间，避免陷入透支公信的
尴尬。□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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