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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
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
管理的决定》，从2015年6月1日，
符合要求的机构可申请“银行卡清
算业务许可证”，在中国境内从事银
行卡清算。这意味着在中国清算市
场一家独大12年的局面被打破，中
国银联将告别垄断时代。（相关新
闻见今日本报AA06版）

在银行卡清算市场上，银联一
家独大，别无分号的地位，直接导
致市场中清算服务的使用者处于实
际上的话语权弱势，诸如刷卡费
等，除了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约束，
商家只能被动听从银联调整。银联
自身也因为这种独特地位，只需坐
等刷卡费抽成而丧失掉服务升级的
动力。

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直接带
来的利好信息即是，刷卡费可能通
过市场竞争下调。因为垄断打破
了，有能力的清算机构入驻将带来

竞争格局。银联自身为了应对这种
竞争，也势必要转变态度。在这样
的格局中，商家真正与清算机构形
成了对等的市场话语，可以通过

“用脚投票”，约束诸如银联一类的
市场主体搞垄断，促进他们提高服
务质量。

中国支付清算的市场是庞大
的，过去只由银联负责，可谓“躺着
就能赚钱”，比如刷卡费，虽然是由
商家出，但发卡银行与提供 POS 机
的一方要抽走 20%，而银联则要抽
10%，实际上仅仅是转账支付，却多
头收取费用，且价值不菲。如果通
过竞争促进其降低刷卡费率，改变
这多头抽成的格局，无疑最终将惠
及消费者。据报道可知，2014 年全
国共发生银行卡业务 595.73 亿笔，
金额 449.90 万亿元，这其中可以扣
除的刷卡费，数量无疑是惊人的，类
似这种不合理的垄断利润，需要有
壮士断腕的勇气，让位消费者。

银联告别垄断，不必有任何的
市场畏怯心理。国际国内资本介入
支付清算市场，与其说是危机，倒不
如说是动力。毕竟，随着时代的发
展，银联自身仅靠守成，坐等分钱，
极易形成“老大难”的企业病。比如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支付宝
等新兴金融工具都对银联提出了挑
战。2013 年，支付宝更是大规模发
展线下 POS 机，虽说危机最后基于
彼时银联的市场地位而消弭，但无
论如何，支付宝所传递出来的线下
无卡消费，的确有绕开银联分红的
可能。基于此，此次银联正面放开
支付清算市场，实际上是一件好事，
更利于其更加积极主动，有所准备
地应对包括国际国内资本在内的支
付清算服务竞争。从这个意义上
说，告别垄断不是输掉市场，而是一
次提升服务的契机，无论是商家、消
费者抑或银联自身都将受益匪浅。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安徽舒城初三女生小何骑电动车
上学，见一老太摔倒忙上前搀扶，不料
老人一口咬定是小何撞了她，交警反复
勘查，终还小何清白。 4月21日，老人
伤愈出院时，善良的小何不计前嫌，带
着家人向这位经济困难的老人捐款千
元，此举在当地传为佳话。（4月23日
《安徽商报》）

小何的高尚背后，站着一个并
不高尚的老太。公众在赞扬小何之
时，也不应忘记成就小何的老太。
就如今而言，老人的讹人，似乎并没
有付出什么代价，相反还换来小何
的宽容。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有两
个走向：一个是老太可能被道德教
化了，深感于自己的行动不妥，决定
痛改前非，这是最好的结局；但也有
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间接纵容了一
些老太的“讹人”，因为“讹人”的风
险实在太低了。

就此来说，对于讹人老太，的确
不应轻易放过，毕竟，讹人说轻了
是道德问题，说重了也是法律问
题。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例如在新加坡，他们的法律就
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
上，他们的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
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
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
人医药费 1 至 3 倍的处罚。影响恶
劣 、行 为 严 重 者 ，则 以 污 蔑 罪 论
处。”这样的做法，不仅提高了“讹
人的成本”，也降低了“施救的成
本”，无疑符合各方期待。

因而，小何可以以德报怨，但法
律不能也以德报怨。对于讹人老
太，无论其有怎样的理由与借口，如
经济困难等，都不是其讹人的理
由。对于“讹人”这样的事情，还是
应该视情节轻重对其施加惩戒，以

明确这背后的是非观。不然，是非
对错就变得模糊了，这无助于树立
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可以说，面对
摔倒老人，扶起来或拨打120电话应
是最起码的底线，而不应成为一种
稀缺的高贵品质；面对扶起自己的
人，老人致以感谢不讹人也应是最
起码的共识。

自然，置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
审视，仍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以
确保“路人敢扶老人不讹人”：一
则，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确保
每一个老人都老有所医，且医治是
其能承受的；二则，要完善对救助
者的保障机制，如在美国、加拿大
等地，法律就明确规定，施救行为
对一般疏忽造成的伤害不担责，这
种“无偿救助免责”，的确应成为一
种制度常态。
□龙敏飞

对如厕者来说，公共厕所能免费提
供手纸当然是件受欢迎的事。上海相
关部门正在考虑在全市2600多座环卫
公厕免费提供手纸。为此，静安区一个
公厕已在试点免费提供手纸，半年多试
点下来，如厕者每次如厕使用的卷筒纸

长度平均为1.6米。部分如厕者还会扯
些免费手纸擦皮鞋，一纸多用的情况不
少，甚至整卷被偷，只好移至公共区并上
锁。（4月23日《新闻晨报》）

公厕免费手纸，也是如厕者的
“文明试纸”——对待公厕免费手纸

的态度，可以照见市民们在免费享
用的公共资源面前，是出于公心、公
德而倍加珍惜，还是因为自己不花
钱就可以任意浪费，抑或因为无人
监督而趁机损公肥私。

静安区算了一笔经济账：平均
每个使用手纸的如厕者，如果每次
如厕使用的卷筒纸长度为1.6米，该
长度卷筒纸价格约为0.084元，按照
静安区39座环卫公厕，每天如厕人
数总量2.3万~2.4万计算，若39座环
卫公厕全部免费提供手纸，一年的
资金需求为70万元~80万元。仅免
费提供手纸一项，就要花费这么大，
更甭说其他了。

有网友呼吁得好：个别品德修
为不够、文明素养不高的市民，别因
自己的不文明行为，让其他大多数
市民失去享用公厕免费手纸的机
会，别逼得公厕不再为市民提供免
费手纸！诚哉斯言！公厕配备免费
手纸、洗手液、擦手纸等，其实也是
一个地方文明的标志。这个现代文
明标志的形成，不仅需要政府“大手
笔”投入，也需要社会上每个个体为
其“保驾护航”。□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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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该以服务升级应对开放

对讹人老太，法律不可轻易放过

报酬给得少
可以拒还拾物吗？

@人民日报：近日刘先生将相
机遗失在出租车上，拨的哥电话10
余次未接。发短信承诺付 1500 元
酬金，1 分钟后的哥接电话。送来
相机后，刘先生只掏500元，因钱数
不符，的哥拒还相机。最后经调解，
的哥归还相机，收400元，双方不欢
而散。谁错了？

不打算还应负法律责任

@辻雫：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
要，从这点上看的哥本身就错了，不
管是道德还是法律。失主的做法只
能说不妥，的哥不接电话就该直接
报案。

@feliciacui：的哥开始不打
算还相机属于不当得利，应负法律
责任。

两个人身上都没有诚信

@寒风瑟瑟一颗蛋：从法律上
来说，的哥的错。从道德上来说，两
人都有错。

@冰佳懿倩：诚信和道德在两
个人身上都没有，捡到不还是法律
问题，答应不给是诚信问题。

广州日报：
报纸不是网媒“义工”

22日上午，国家版权局办公厅
发布《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
的通知》，明确规定互联网媒体转载
他人作品必须先获取授权，并对转
载内容支付报酬。从公布的条款看
来，这个通知颇具针对性，譬如将不
受版权保护的仅限于“单纯事实消
息”，包含著作权人独创性劳动的消
息、通信、特写、报道等作品均不属
于“单纯事实消息”，此规定比起《著
作权法》中笼统的“时事新闻”，显然
要小得多。这意味着，网络须支付
报酬的范围扩大了。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就像
一对新人组合，要学会相互尊重、相
互体谅。天下没有吃不完的“免费
午餐”，别人没有责任为你长期提供
免费产品，让你闷声发财。于义于
理，使用他人的作品，享受他人的服
务，需要付出报酬。合作共赢，才有
未来。于传统媒体而言，也要树立
起版权意识，并利用版权保护找到
经济“增长点”。北京一家报纸，通
过与网站签署合作协议，通过有偿
使用，该报纸2013年的内容销售收
入近千万元。

保护知识产权，是可持续发展
的前提，这是融合发展的前提，应该
为人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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