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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7 月 10 日 B06-07

版《做空潮再袭中国企
业》（校对：吴限 编辑：
韩笑）一文，第 1 栏第 1
段第 3、4 行及第 6 段第
3 行中的“中该股”均应
为“中概股”；下方示意
图“部份中概股遭做空
情况”中，“部份”应为

“部分”。

■ 社论

“拒腐”手册中的理念值得重视
浙江高院的“拒腐”手册有具体案例可循，制定思路符合公职人员道德立法的方

向。不应停留于一地某个系统的规定，而应成为更高层面的制度。

■ 观察家

如有事前审查，哪会有“馒头许可”？
对“馒头许可”类“红头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应在该文件出台之前进行。在制

定阶段就面向社会公开，并主动接受公众的监督。

据《工人日报》报道，
“暂行”了 14个月的《甘肃省
生产加工食品小作坊加工
许可管理暂行办法》日前被
甘肃省政府法制办叫停。

该“ 办 法 ”曾 明 确 规
定，“要对商场、超市、零售
商店和摊点以外，同时具
有固定加工场所和固定工
艺流程、传统低风险的小
作坊和食品摊贩实施加工
许可管理”。此举曾引发
公共舆论的强烈质疑，省
法制办此番也称，“加强监
管绝不能成为乱设行政审
批的借口。”

“乱设许可”曾是行政

“三乱”之一，多年治理未能
断绝。《行政许可法》出台
后，各级政府设立许可的权
限得以明确。以管理食品
小作坊加工为例，法律提出
有原则性要求，但并未设定
行政许可事项，而是授权省
级人大常委会制定具体管
理办法。一个地方政府部
门以一纸“红头文件”，就为
食品小作坊设定了“加工许
可”，不管其初衷如何，在程
序上就已失去了合法性与
正当性。这是行政权对立
法权的侵犯，理当纠正。

我们今天评析这则报
道，并不是要看一个缺乏法

律依据的“红头文件”的倒
掉，而更要从中总结教训，
以避免下一个违法的“红头
文件”不期而来。

据甘肃省法制办介绍，
“此前，我们接到有关单位
和群众的反映，认为这项行
政许可制度存在违法内容，
为此依法对其审查。”由此
可知，此份“红头文件”被撤
销 ，是 先 有 举 报 ，后 有 审
查。故此，它能得以“暂行”
14个月之久。

从新闻中看，这一“暂
行办法”遭到了社会的抵
制。不仅媒体批评、公众
质疑，就实施情况看，一年

来仅有 500 多家小作坊申
领了行政许可证，这与遍
布街头巷尾的各种食品加
工小作坊相比，形成了鲜
明反差。

对“红头文件”的合法
性审查，理应在该文件出台
之前进行。政府各部门出
台的“红头文件”不能仅送
法制办“备案”，更要送请法
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当
然，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凡
政府出台“红头文件”，均应
在制定阶段就面向社会公
开，并主动接受公众的监
督。引入了外部监督，才能
最大限度压缩“部门利益法

制化”的空间。
有必要强调的是，否定

地方政府部门乱设行政许
可，并不是否定对食品安全
加强监督。这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问题。

我们关注法律的切实
施行，是要看到公权力有几
分授权就做几分事。“法无
明文授权即不可为”，这是
对公权力的警惕，也是对公
权力的制约。食品安全问
题，并不在于多设几道许
可，而在于，法律明文规定
的监管职责，职能部门都履
行到位了吗？

□王琳（学者）

来信

愿更多大学校长
“改革”自己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
师范大学新校长董奇在就
职演说中承诺，在担任校长
期间，他将做到“四个不”：
第一，不申报新科研课题；
第二，不招新的研究生；第
三，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
奖；第四，个人不申报院士。

董奇校长的这“四不”
承诺，是对湖南大学校长赵
跃宇去年上任后“两不”承
诺（在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
课题、不新带研究生）的进
一步发展。这样的公开承
诺，非常难能可贵。

对国外大学校长工作
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大学校
长纯粹是行政管理人员，他
们除了专心于学校的管理
外，并没有责任同时负责教

学和研究。这样的制度化
安排，使得大学校长必须全
心全意专注于自己的本职
工作，确保大学校长的专职
化和职业化。

在目前我国的国情下，
客观而言，大学校长公开作
出“四不”承诺，不管是对学
校还是自己，压力是非常大
的。但正如董奇校长所说，
校长要首先改革自己，然后
才能改革学校，高校管理改
革，要从校长自身改起。但
愿今后有更多的新任大学
校长，甚至在任的大学校
长，能够公开做出类似于

“几不”的承诺。
□胡乐乐（大学讲师）

“预告式调价”
不妨制度化

据报道，7 月 9 日，国家

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
军表示，油价下调的条件已
经满足，7 月 11 日调价时间
窗口开启的同时油价将下
调，下降幅度将超过4%。

果然，昨日下午，国家
发改委发布关于降低成品
油价格的通知，决定自 7 月
11 日零时起下调国内成品
油价格，其中汽油下调 420
元/吨，柴油下调400元/吨。

引人关注的是，这是发
改委官员首次提前明确公
开成品油调价时间，而且也
确实按时降了。此前，按照
成品油价格机制，只要满足

“国际原油连续 22个工作日
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
这个条件就应该调价，但往
往到了规定的调价时间，不
仅不按时调价，而且经常出
现突然袭击式的调价，让车
主们猝不及防。

这种“预告式调价”不

能只是偶尔出现一次，应该
制度化、常态化，即在相关
价格法律法规中明确，政府
定价的商品应该在调价之
前的一个合理时间进行预
告，以提醒各个方面做好相
关准备，严禁袭击式调价和
偷偷调价。对水价、电价、
气价、火车票价等公共品的
价格，都应该提前一定时间
进行预告。

□冯海宁（媒体人）

燃气安全设备
推广再快一点

据《新京报》报道，7月 9
日，西城区裕中西里一住宅
发生燃气爆燃，引发大火。
经一小时扑救后，火情得到
控制。西城区政府表示，爆
燃因燃气泄漏，事故中一男
子身亡。

又看见市民在燃气事
故中丧身，实在令人哀叹。
记得《新京报》前几天有篇
报道，“北京拟对部分即将
改造的老旧小区住宅楼，免
费安装燃气定时防爆器等
4 种燃气安全设备，并从昨
日起开始在全市居民家庭
中推广销售这些设备”。从
该报道来看，这些安全设备
对预防事故的效果应该不
错，但现在还处于推广阶
段，很多家庭应该还没来得
及安装。

一旦一户燃气泄漏、爆
燃，酿成惨剧，甚至可能殃
及四邻，成整栋楼人的噩
梦。安装燃气安全设备，已
明显属于保护公共安全的
问题，政府应该加大推广力
度，尽快让更多家庭安装，
对一些经济困难家庭可以
给予一定补贴。

□刘桂华（市民）

据报道，最近浙江高院
推出了一本“拒腐手册”，手
册模拟了 24 种法官在办案
中可能遇到的送礼、请托的
场景，并给出了处理建议，
还配以各种通俗易懂的反
腐倡廉漫画作为补白。

这 些 场 景 包 括 ：婚 丧
嫁娶送的红包、老乡送的
土特产、有人把住宿费付
了、饭局偶遇当事人、老领
导打来电话等。这 24 种具
体场景，哪一种处理起来
都不容易，可能都会面临
人情世故与法官的职业伦
理的冲突。

“拒腐”手册能够结合

具体的场景、案例，而给出
明确的规范，这一做法值得
肯定。

我们现在不缺约束公
职人员行为的法规，可是，
很多法规又太过抽象，规定
不够细致、具体，因而，导致
现实中，很多公职人员并不
知道如何遵守，或者，执行
起来存在诸多模糊地带。
另外，民众也不清楚，有些
请客送礼等人情事故，是否
与法律和规章制度发生冲
突，因而，也难以进行监督。

公职人员当然不是生
活在真空当中，也会面临
若 干 公 私 利 益 冲 突 的 场

景。实际上，无论是法官，
还是各个部门、不同管理
职位的公职人员，所面临
的公私利益冲突场景，远
远不止 24 种。上下级同事
之间如何礼尚往来、官员
应不应该接受商业宴请、
官员的子女应否在利益相
关 公 司 就 职 等 ，不 胜 枚
举。显然，法规越具体，越
和带有普遍意义的场景、
案例结合，大家就越清楚
该怎么办，而且如果违规
了，也知道该如何处罚。

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和
地区有经验可供借鉴。比
如，美国有《行政官员道德

行为准则》、《行政部门雇员
道德行为准则》等，英国则
颁布了《议员行为准则》、

《部长行为准则》等。中国
香港也有《政治委任制度官
员守则》。细观这些法规的
主体，不是由抽象的教条构
成，而是列举了大量的具体
场景、案例。比如，圣诞节、
同事过生日等，可以送点小
礼物，但是价值不能超过10
美元。这些法规，往往不厌
其烦地为公职人员可能遇
到的种种场景，而制定出明
确的规范。

“拒腐”手册制定的思
路符合公职人员日常行为

立法的方向，但作为一个
地方高级法院系统的“提
示”，具备多大的约束力，
能否产生实际效果，仍有待
观察。民众更希望的是，

“拒腐”手册所模拟的各种
情景，能进一步界定违规
行为的性质，并写明详细
的罚则。否则，再细致的
规范，不能得到落实，也就
没有太大的价值。

希望“拒腐”手册所倡
导的理念能成为“制度反
腐”的一种探索，如此，就不
能停留于一地某个系统的

“提示”，而应成为更高层面
的制度甚至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