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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1.3 月 21 日 D24 版

《上海菜在北京》（校
对：陆爱英 编辑：刘
映）一文，第 5 栏第 2 段
第 5、6 行“自行车铃声
哗啦哗啦想起”中，“想
起”应为“响起”。

2.3 月 22 日 C15 版
《这个时代太不重视作
家了》（编辑：邓玲玲）
一节，第 1 栏第 2 段第
1、2 行中“他现在身体
很不好”应为“他现在
身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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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一卡通要拿“清晰账”证明“亏损”
一卡通公司一再强调成本，可这种IC卡的市场价摆在那儿，无论“备用卡采购”，还是卡的“以旧换新”，

成本到底有多大，要想说服市民，还需要拿出明晰账本。

据报道，北京市民刘巍
日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
通公司邮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要求公开 IC 卡成本
明 细 及 巨 额 押 金 利 息 去
向。刘巍估算，按4000万张
一卡通的发行量计，一卡通
押金费用超过 8 亿元，仅沉
淀押金的年利息高达 2800
万。一卡通公司则回应，扣
除 800 多万张退卡，实际流
通的一卡通仅有 3000 多万
张，并称“一卡通公司运营
成本高昂，目前还在亏损”。

公交一卡通是一项带
有准公共服务的公用事业，
毫无疑问，民众享有对其运
营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不过，现在看来一卡通给民

众看到的，却还是一笔“糊
涂账”。

即便按一卡通公司承
认的3000多万张发行量，一
卡通押金每年沉淀的利息
依然惊人，一卡通公司说

“押金的实际利息没有市民
想象的那么多”，即便“没想
象的那么多”，那具体是多
少，为什么未向民众公布利
息的数额？此外，还有很多
卡被损坏或丢失，那些无法
退还的押金又去了哪里？

还有，一卡通现在称“实
际成本高于 20 元定价”，那
这 20 元到底是押金还是成
本？从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公
布的一卡通 20 元押金构成
明细来看，一张卡的制作费

为 10.16 元/张，远高于市场
报价，原因是什么？一张卡
配送及仓储费用也达 0.50
元/张，这么小的卡，批量配
送和存储，成本需要这么多？

实际上，2009年，北京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闻发
言人曾表示，随着新技术不
断提高，公交一卡通的20元
押金会随着成本下降逐步取
消。可为什么按一卡通公司
的说法，这些年一卡通成本
降不下来？而同样是一卡
通，在济南仅仅收10元钱。

一卡通公司光算成本，
对收益却没有谈及。除了
巨额利息收入外，一卡通公
司每年还从财政得到上亿
元的补贴。大量一卡通卡

因为丢失、损坏等无法更
换，使得不少押金实际上被
一卡通占用。一卡通正在
进军移动支付、购物、餐饮
等商业消费领域，其获利能
力，同样不可小觑。

垄断经营的一卡通，坐
享巨额利息等收益，与此同
时，一卡通提供的相关服务
却让人不敢恭维。一卡通
至今未实名管理，一旦丢
失，民众只能自认倒霉；一
卡通购买易，退换卡却极不
方便，导致民众怨声不断。

希望一卡通公司能够
认真回应市民关切，对此，
相 关 部 门 也 不 能 袖 手 旁
观。国务院《关于施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要
求：“公共企事业单位要以
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
会普遍关心的内容为重点，
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要创新公开形式，拓展公开
渠道，完善公开制度，全面
提高公开工作水平。”

因此，针对市民和舆论
对一卡通公司公布制卡成
本及利息收入等合理诉求，
主管部门应当进行督促，将
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如
果一卡通真在亏损，也不能
一味地靠财政补贴来填这
个无底洞，应对一卡通公司
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调查，
推动管理经营模式的改革。

相关报道见A10版

■ 观察家

3 月 21 日上午，最高人
民法院在官网发布《关于审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征求意见稿）。其中
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于醉
驾、毒驾伤人的情况，保险
公司要在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

在此之前，保险公司对
于醉酒、吸毒等驾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可谓是

“ 双 重 免 责 ”，可 以 不 予
理赔。

一方面《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险保险条例》22
条规定，在醉驾、毒驾中，保
险公司只需要在交强险范
围内先行垫付一些必要的

抢救费。被撞者无法从保
险公司处通过交强险解决
赔偿问题；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在
与投保人签订商业保险合
同的时候，都会提供对于上
述情形的免责条款，同时要
求 投 保 人 签 订 情 况 告 知
书。如果投保人拒绝签订
告知书，保险公司将不与其
订立保险合同，关键是，目
前投保人根本找不到没有
此条款的保险公司进行投
保。如果投保人签订告知
书，根据我国保险法，此免
责条款自此生效。被撞者
将无法从保险公司处通过
商业险解决赔偿问题。

可以说，交强险对于投
保人与保险公司都有一定

的强制性。最高法征求意
见稿权衡了社会公平正义，
增加了对保险公司的“强
制”分量，扩大了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范围内所承担责
任，由垫付抢救费转变为承
担 一 定 范 围 内 的 赔 偿 责
任。这均值得肯定。

不过，意见稿只规定了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
承担责任，对于商业保险中

“合法”的“霸王免责条款”
并未涉及。众所周知，交强
险的最高赔偿限额是 12.2
万元，不足以弥补很多受害
人的损失。今后能否更进
一步，打破保险公司商业保
险的“免责”？当然，保险公
司可以通过调整商业保险
的保险金等形式，保证其正

常经营，为投保人提供更多
更人性化的选择。

现在，意见稿规定了保
险公司对于肇事者的追偿
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
范围内向肇事者进行追偿
是合理合法的。然而，如果
将来打破了商业保险的免
责，保险公司应当不能向肇
事者追偿商业险所赔偿的
份额。否则，投保人没有任
何“好处”，将严重打击投保
人进行该方面商业保险的
积极性，进而也不利于保障
受害者的利益。

有人可能会担心，商业
保险也赔偿醉驾伤人，会导
致投保人在道路上肆无忌
惮地醉驾、毒驾，但刑法修
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

罪已经为他们设置了紧箍
咒。民事赔偿有保险公司
帮他承担，刑事责任却逃脱
不掉。

最后，意见稿是以司法
解释的形式修改了国务院
制定的行政法规。司法解
释是我国的广义法律的重
要渊源之一。虽然我们将
来也能够从新法优于旧法
的角度来实施新的意见稿，
可是行政法规的修改、解释
权毕竟都归国务院。不如，
通过全国人大进行相关法
律的制定或修改，将其上升
为位阶更高的法律层面，使
之更具强制性，以捍卫法律
尊严，使意见稿的进步有实
有名。

□舒锐（法官）

醉驾伤人商业保险能否也赔偿
交强险的最高赔偿限额是12.2万元，不足以弥补很多受害人的损失。今后能否更

进一步，打破保险公司商业保险的“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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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子女”多的
不仅是北大

近日，一项社会学研究
显示，上世纪 90 年代后，北
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
上升趋势，到 1997 年，该比
例达到 39.76%，首次超过专
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
人和农民阶层。

以上的研究结果似乎
并不出人意料。多年来，我
们的教育资源更多地倾向
于城市，尤其是公办学校，
如机关幼儿园等，这使得师
资力量严重失衡，干部子女
和平民子女在起跑线上处
于不对等的位置，到了大学
阶段，当然生源失衡。

与此同时，一些干部利
用职务便利，让子女享受诸
多加分政策，比如，2010 年，

浙江台州 4名官员子女就被
曝在一些比赛中，通过作弊
或弄虚作假等手段，获得高
考加分资格。在不公平的
制度和权力干扰公平运作
的情况下，干部子女自然而
然就成了名校的“熟客”。

名校干部子女多，印证
了教育不公的事实，若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底
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将进一
步被堵死，社会的发展将更
加令人担忧。

□禹海君（编辑）

医院怎有假医生
行骗的空间

据《新京报》报道，女嫌
疑人石某冒充医生，在北京
多家医院流窜作案，她先骗
走住院患者手续，再偷偷代

替患者办理出院手续，领走
患者住院押金。日前，石某
因涉嫌诈骗 12 名患者 40 万
元，被警方拘留。

看了这篇报道，有人可
能会问，那些患者为啥这么
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这并
不难理解，因为患者到医院
看病，恐怕最信任的就是医
院里的医务人员了，此时，
如果有医院的“医生”主动
过来帮忙，感谢还来不及
呢，哪里还会去产生怀疑？

现在石某虽然已经被
警方拘留，但是谁也不能保
证类似事件不再在医院重
演。为了防范患者的“救命
钱”被骗，我觉得除了患者
及其家属要擦亮眼睛严加
注意外，医院对此更应该反
思。为什么会让“假白衣天
使”蒙混进来，医院的服务
流程有无明显的漏洞？必

须确保住院手续、交押金程
序规范化，如此才能保障患
者的财产安全，也维护医院
的自身声誉。

□左相军（教师）

“男子中学”能
解决“男孩危机”？

据报道，上海酝酿筹建
第一所“男子中学”，上海市
第八中学已就“办男子中
学”提交申请方案。发起人
称办男子中学旨在应对“男
孩危机”，挽救男生劣势。

为什么要办男子中学
呢？报道中说，“男孩危机”
首先体现在学业上。特别
是基础教育阶段，男孩子的
身心成熟普遍比女孩子晚，
一个 8 岁男孩子的专注力、
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相

当于 7岁女孩子的水平。女
生因获得更多锻炼和表现机
会，变得更强，而一开始就

“落后”的“男小囡”，一直得
不到“冒头”机会，很可能对
其整体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样
的现象，恰恰是我们教育评
价机制有问题造成的，如果
我们的评价机制能够走出
学业成绩的狭窄圈子，对学
生进行全面的素质评价，那
么，就能各得其所，各自发
挥特长，形成综合评价，就
不会显得男生劣势了。

因此，所谓的男生危机
本质是教育危机。现在，硬
把男生分出来成立中学，实
际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
的，是想当然的一种做法。
我认为，这样的教育实践不
会有实际的好效果。

□殷建光（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