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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8 月 16 日 A02 版

《“不文明行为”要立法
处罚吗》（校对：何燕
编辑：王华）一文，第 2
栏第 2 段第 3、4 行“与
交通管理有关的闹红
灯”中，“闹红灯”应为

“闯红灯”。
2.8 月 16 日 A26 版

《钢铁大亨离婚案终审
被维持》（校对：翟永
军 编辑：李东）一文，
第 2 栏第 5 段第 2 行中

“终级法院”应为“中级
法院”。

■ 社论

滇池治污应多纳民智少收费

近日，昆明滇池保护条
例中“收取生态保护费”的
条款，引发广泛争议。有媒
体跟进调查，据参与该条例
起草的专家说，专家们初定
收费的主要对象为与滇池
相关的企业和市民，但到政
府层面发生了转向，有官员
建议向游客收费。现在，经
过舆论批评，收费范围可能
回到专家们最初设计的方
向，即“生产、生活在滇池流
域的企业和个人”。

生态保护费到底怎么
收，在滇池治理过程中或许
只能算个小插曲，但折射出
官方治理思路的混乱。滇

池治污事关公众利益，的确
需要民众的支持，但不能被
简化为毫无道理的收费。
通过收费“唤起更多人的保
护意识”，这种说法看似冠
冕堂皇，本质是只知瞄准民
众的“口袋”，而不尊重民众
的“脑袋”。

事实上，滇池治理最大
的问题，或许不是缺钱，而
是缺明晰的治理思路。云
南 自 1993 年 开 始 治 理 滇
池，至今已逾 18 年，投入资
金达上百亿元之巨，但水
质却没有实质性转变。和
巨额资金相比，匮乏的是
清晰有效的治理方案。据

长期关注滇池治污的人士
观 察 ，“ 主 政 者 的 主 观 意
志，导致滇池治理政策左
右摇摆”。

譬如，昆明曾为滇池治
污推行过雨污分流，但后来
又提出要雨污合流，令外界
莫衷一是；多所国内知名高
校都曾经在滇池实施过污
染生态实验，项目资金不在
少数。某院校一个 9000 万
的实验项目，实验之初有效
果，但仅仅两个月不到，即
宣告失败。

有鉴于此，当前最需要
反思的是，在这十多年的治
理过程中，这些决策有没有

充分吸纳“民智”？当地“十
二五”规划中，治理滇池总
费用将达到 420 亿之多，涉
及100多个项目，包括引水、
环湖截污、生态修复等多个
方面。这些年来的治污资
金流向，能不能经得住民众
监督？答案不容乐观。一
直致力于滇池保护的知名
人士和环保专家都反映，相
关听证会成了形式，好容易
争取参加一次，却连发言机
会都得不到。

一说到治理环境问题、
治理过程一缺钱，很多地方
就想到向民众收费。收费当
然不是绝对不可以，关键是

收得合理、用得合法。而要
做到这些，就要充分透明，接
受民众监督。也就是说，吸
纳“民智”，比收费更重要。

近年来，民众对环境问
题日益重视，对治污必要性
已有高度共识，绝不需要通
过收费来激发“责任感”。
滇池治污不缺乏民众的认
同和支持，问题在于怎样把
民众的热情化为治污的助
力。对专家、环保人士、民
众的意见给予尊重、择善而
从；公开治污的方案和资金
去向，接受民众的监督——
这才是真正激发民众责任
感的做法。

通过收费“唤起更多人的保护意识”，这种说法看似冠冕堂皇，本质是只知瞄准民众的“口
袋”，而不尊重民众的“脑袋”。对专家、环保人士、民众的意见给予尊重、择善而从；公开治污的
方案和资金去向，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才是真正激发民众责任感的做法。

■ 观察家

中方保钓人士在8月15
日成功登上钓鱼岛。这是
2004 年以来，中国人首次踏
上这一固有领土。“8·15”对于
中日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这个时间点登岛，不单是壮
举，还提醒我们，解决现实博
弈和历史纠葛之下的复杂博
弈，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钓鱼岛问题的历史脉
络、主权归属无需再论。中
方保钓人士持国旗唱国歌
登岛，既是捍卫主权的呐
喊，也代表国人的共同心
愿。两岸三地舆论的一致
发声，印证了登岛的正义性
共识基础。而中国外交部
第一时间的应急举措，既强

调了国家力量对于钓鱼岛
主权的基本立场，也表明了
对于被扣保钓人士的关怀。

民间保钓行动，是民众
参 与 外 交 事 务 的 具 体 体
现，不同角度下，对于如何
参与外交事务会得出多元
观感。但需要看到，保钓
最直接、最基本的意义，就
是捍卫主权。对于有近现
代 屈 辱 记 忆 的 中 国 人 来
说，守土是具有广泛认同
感的共同义务。保钓人士
登岛之举，一定程度上正
是对日本一些人肆意妄为
的必然反应。

钓鱼岛问题的形成，既
是历史被涂抹的结果，也源

自 东 北 亚 地 缘 政 治 的 布
局。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决
定 了 这 一 问 题 的 解 决 难
度。单凭历史主权宣示、国
际法研究均难以解开这一
难题。面对高难度的主权
博弈，需要我们建立长效的
应对机制。展现共同意志，
正是这一机制不可匮缺的
组成部分。在这一机制中，
官民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是
最基本的保障。

在 2010 年中国渔船船
长詹其雄被日方抓扣事件
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官民的
协调行动，此次保钓人士登
岛，再度体现了这一模式。
从中可以看出围绕保钓的

博弈中机制渐趋成熟的脉
络走向。

建立有效压力机制，是
应对机制另一重要组成部
分。有消息称，日本冲绳县
警方和海上保安厅 16 日决
定，不把香港“保钓”人士移
送检察机关，而是移送入国
管理局，然后“强制遣返”。
日方如果最终确实采用此
种方式，也证明了中国的沸
腾民意和官方积极交涉的
协同应对是有效的。

就目前看，在日本以提
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为
交换，通过消费税增收方
案后，日本政治季目前已
提前到来，取代野田的新

首相人选已经不断有人提
出。在此背景下，即使日
方采取较温和办法释放中
方保钓人士，但仍可能成
为 日 本 政 治 季 的 发 酵 话
题，甚至被利用为日本加快
推 行 钓 鱼 岛 国 有 化 的 借
口。对此，不可不察。

但无论钓鱼岛绳结是
否越来越乱，需要看到，中
国对于钓鱼岛的主张，本质
上是对历史的拨乱反正，是
对东北亚秩序风险点的排
除。从这个角度讲，不管什
么样的小动作，都大不过历
史的规律性修正。

□徐立凡（媒体人）
相关报道见A06版

“保钓”博弈中摸索长效应对机制
即使日方采取较温和办法释放中方保钓人士，但仍可能成为日本政治季的发酵话

题，甚至被利用为日本加快推行钓鱼岛国有化的借口。对此，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