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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前段时间，有媒体曾以“自己傻就别怪

别人聪明”来调侃铁路部门因“抢票”软件

而“动怒”的行为。无独有偶，应对“打车

难”，上海近来出现了多款“打车神器”。使

用者在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后，会有一个

“您是否愿意支付小费”的选项，乘客可以

选择加价 5 元到 50 元不等。许多人亲身体

验后发现：“只要加 20 元以上，5 分钟内几

乎都能叫到车。”

此事让笔者联想到另一则新闻。报道

称，以往在医院门口出现的“号贩子”已经

把“阵地”转移到网上开起网店。支付方式

也颇为“人性化”：买家可以先购买，等看完

病再确认支付。“号贩子”店主承诺：“保证

不花冤枉钱”。

“打车神器”和“网店卖挂号”，看似互

不搭界，实则反映出一个共性问题，即这些

“聪明技术”的出现，会否进一步加剧公共

资源的供需矛盾？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原有

的管理模式和定价策略？

首先，公共资源的分配绝不能完全借

助价格杠杆和市场手段。“打车神器”、“网

店卖挂号”等现象之所以饱受争议，根本原

因在于这些服务的分配完全依靠价格杠

杆。当前，我国许多城市的医疗服务和出

租车服务，都呈现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

在总量供给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只是“价高

者得”，最终会造成低收入者的压力，甚至

将这部分消费者清理出场。

其次，“聪明技术”的出现加剧了相关

服务供求失衡的局面。长期以来，当抱怨

城市“打车难”积聚到一定程度时，监管者

的应对办法是开展“行业整顿”：要求出租

车增加营运时间、加大对拒载司机的处罚

等。但很明显，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供需矛盾。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类软件

层出不穷，淘宝网店浩如烟海，管理部门将

很难通过传统手段杜绝此类服务。在供给

与需求之间，如果只在需求侧下功夫，不在

供给上动真格，将无法真正化解矛盾。

不过，“打车神器”、“网店卖挂号”的

出现也蕴含着许多积极的讯号。一是反

映出部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正发生着变

化。比如，有人愿意为打到车多支付 10

元钱，说明其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享受该服

务支付更高价格。这就意味着可以在增

加服务总量的同时，提供更加差异化的产

品和增值服务，通过服务的多元化满足需

求、提高利润。二是表明技术可以在社会

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管理部门在

优化公共服务时也应更多地参考来自市

场、企业的技术和“灵感”，比如将“打车神

器”中的位置服务技术应用于用户寻找

“拼车”伙伴；将第三方支付平台引入医院

网络挂号系统，解决目前网络挂号存在的

浪费问题。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技术也不例

外。面对这些技术，努力引导其发挥正能

量，在应用中趋利避害而不是一禁了之，才

是应有的态度。

列车盒饭价格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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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技术”的出现虽然

加剧了相关服务的供求失衡

局面，但也蕴含着许多积极的

讯号，它可以在社会资源配置

中发挥更大作用。面对这些

技术，努力引导其发挥正能

量，在应用中趋利避害而不是

一禁了之，才是应有的态度。

事件回放：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列车春运期间仅
提供高价盒饭，并拒卖方便面。铁道部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回应表示，2011年底，铁道部已要求保证旅客列车有
2元以下矿泉水、15元以下盒饭等供应，且不得断供。
但仍有观点认为，铁道部这一要求很难在实际中得到严
格执行。

交给市场来检验交给市场来检验

“带饭上车”倒逼降价

吃 在 嘴 里 堵 在 心 里

平心而论，这些年，与许多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相比，火

车票价格基本没有上涨，但火车的运营成本和费用却大幅

上涨。这个时候，火车运营必须求诸其他渠道对成本进行

弥补。火车上的餐饮与商业销售，作为补贴“家用”的方式

之一，的确没有理由强求这一业务“公益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列车盒饭当然可以自主定价，只要不

强制消费，只要没有要求乘客不能自带食品，可以算是随行

就市的市场价，也不必扣上“垄断”的帽子。实际上，列车盒

饭也有竞争，那就是旅客自带食品带来的竞争。如何应对这

一竞争合理定价，是件颇有技术含量的事儿。而动车盒饭的

价格高不高，归根结底仍要市场来检验。

（武 洁， 江苏南京 妇幼保健院）

我认为，对火车盒饭价格偏高的问题，不应把责任都推

给相关部门。乘客也应当自我反思一下，是否必须购买火

车上的高价盒饭？是否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实际上，火车盒饭价格高，是消费者“惯出来”的。也就

是说，火车饭菜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需求决定的。如

果价格高到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就会有更多乘客自带饭

菜坐火车。这无疑相当于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火

车食品供应改革，解决火车高价饭菜的问题。

因此，那些习惯于埋怨的乘客，倒不如自己动手，在上

车前自带食品。这样一来，乘客选择方便食品的余地变大

了，关键就看其是否愿意增加这个购物环节了。

（何 勇， 安徽芜湖 严桥镇政府）

要价 40元的盒饭吃在嘴里，堵在心里。

据调查，高铁餐车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外包，二是

员工工资要依赖销售额的提成。无论哪一种，东西卖得

多、总价卖得贵，餐车收入也相对高一点，因此就有了花

样翻新的招数与借口。我以为，最后归结到一个结果，许

多列车只愿意销售高价盒饭，而将方便面等拒之门外，是

怕挡了自己的财路。

当垄断制度成为垄断利益的保护伞，各种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高价盒饭某种程度上就是垄断带来

利益的投影。铁路部门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回归不可或

缺的公益性质，不妨先从严格治理列车高价盒饭做起。

（斯涵涵， 湖北武汉 职员）

据报道，去年第四季度，我国中小企业

发展指数为 90.8，比第三季度上升 3.3 点。

从数据上看，这是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经历

８个季度持续下跌后的首次回升。在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指

数的回升殊为不易。不过，据此得出中小

企业发展企稳态势得到巩固的结论，恐怕

还为时尚早。

总的来看，去年第四季度中小企业发

展态势相对平稳，主要是因为我国宏观经

济在经历连续 7 个季度增速下滑后出现明

显反弹，宏观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

国内外市场需求好转，带动工业企业生产

增速回升，促进工业景气止跌企稳，这也进

一步带动了中小企业发展企稳。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中小企业

发展面临的局面和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许

多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比较薄弱，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

决，不少企业所处行业更是面临十分突出的

产能过剩问题，能源、资源等原材料成本上

涨压力依然较大，企业招工难、用工贵等问

题依然存在。

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统计数据的变

化，不能盲目地为统计指标的小幅回升欢

呼雀跃，更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制约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性因素不可能在

短期内消除，因此，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应该

是一场“持久战”。一些阶段性的扶持政

策，可能是“速效药”，却未必能够“治本”。

要真正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深

层次问题和矛盾，必须兼顾“治标”和“治

本”。通过“疗养式”的扶持和引导，增强扶

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优化和改善企

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提升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建立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

长效机制，才能使企业的发展根基更牢固，

企业也才能真正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

扶持中小企业

是场“持久战”
林火灿

刘道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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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截至 1 月 28 日，沪深两

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有 42 家公布了 2012

年业绩预告或快报，其中有 25 家房企净

利润预增、续盈或者扭亏，占总量的比例

为 60%，其余有 9 家预减、6 家首亏、2 家续

亏。由于去年多数开发商的销售均价都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房企利润率下滑可

能会成为普遍现象。

一方面是地价、建安和劳动力成本不

断上涨，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房企开始

以价换量、快速周转，房企利润率不断受

到挤压。根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对 29

家大型上市房企的统计，2012 年前三季度

房企的净利润率为 12.45%，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一

些实力稍逊的开发商已经撑不住了。

“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

在裸泳。”这是巴菲特的名言，用在股市里

如此，用在现今的房地产市场也同样如

此。销售均价下跌拖累利润率，不会只是

短期现象。因为随着土地成本的逐步抬

高，销售费用等也会不断增加，房地产企业

的利润率下行将是大势所趋。从目前来

看，成交量的持续走低和全国房价的触顶

回落甚至让一些房企面临着生存还是灭亡

的选择。不少房企负债率超过警戒线，这

很容易引发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楼市的暴利色

彩正在逐渐褪去。“不差钱是过去，高负债

是未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生

活已是“过去时”。笔者以为，2013 年房地

产业的关键词是“去库存”，在存货减值和

资金流转的压力下，如何快速消化库存应

当成为房地产企业的当下要务。高位库

存不仅使巨额资金丧失流动收益，还将抢

占新项目的销售空间，使同区域同质化项

目增多，加剧来自于房企内部的销售竞

争。明智者，当思降价促销，不降价就只

能“等死”了。

房 企 利 润 下 滑 是 大 趋 势
刘英团

击败苹果，这几乎是所有 IT 厂商的愿

望。数家全球大型 IT 厂商都尝试过缩小

与苹果产品的竞争差距，但却无一例外地

以失败告终。如今，三星终于得偿夙愿。

根据 IDC 的统计数据，三星在 2012 年

轻松赶超苹果，出货量提升 129.1%，同比

增长速度超过苹果 2 倍。在智能手机市

场，三星以 2.16 亿部的销量居首，远远超越

苹果 1.36 亿部的销量。分析人士指出，三

星正在逐个击破竞争对手，然后把所有火

力对准了苹果。

不仅仅是市场份额，苹果在本月还丢

掉了称霸 6 年之久的全球市值第一的宝

座。1 月 25 日，苹果股价下跌 2.36％，至收

盘市值约为 4130 亿美元，被埃克森美孚反

超。与 2012年 9月 21日创下的盘中历史最

高价每股705.07美元相比，已跌去近40％。

三星的成功，业界普遍归结于制造优

势、多产品策略、超凡的营销攻势和安卓系

统的流行。

三星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厂，这使其能

够通过削减智能手机成本获得竞争优势。

苹果虽然拥有设计产品和配套的部分技

术，但却要依赖包括三星在内的其他厂商

才能生产 iPhone。

和苹果一直坚持每年推出一款新机型

不同，三星每年都会发布多款形状和大小不

同的智能手机，并以更大屏幕等吸引用户。

另外，三星针对苹果的营销攻势卓有

成效。2012 年 9 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苹果

CEO 蒂姆·库克在美国旧金山宣布推出

iPhone5。当时，在数百英里以外的洛杉

矶，三星营销部门的高管们正实时关注外

界对库克讲话的反应。两小时以后，三星

团队已经草拟了多份涉及不同类型媒体的

广告文案。随着 iPhone5 上市销售，三星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推出时长 90 秒的商业

广告，在线观看人数突破 7000万。

在整个智能手机领域，安卓系统正成

为主流。和苹果产品专注于 iOS 系统不

同，三星凭借其超薄、高亮度、配置大屏幕

的安卓手机产品迅速从安卓硬件厂商阵营

中脱颖而出。部分应用程序开发者表示，

以前是以苹果为先，如果还有剩余资金再

为安卓设计程序，现在则是安卓优先甚至

是只为安卓开发程序。

后乔布斯时代，业界一直为苹果担忧，

而这一切似乎正逐渐变为现实。不过作为

业界最富创新基因的公司，苹果肯定不会

坐以待毙。近日有消息称，苹果最早在今

年底会开发一款更小巧、更廉价的 iPhone，

以进军发展中国家市场。同时，苹果正试

图通过在中国开设更多门店、增加分期付

款计划以及寻求与中国移动合作来提高销

售量。库克表示，希望将来可以到中国首

发苹果新产品。

三星和苹果的“龙虎斗”，精彩还在

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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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啃”苹果底气何来
秦海波

根据IDC统计数据，三星在2012年轻松赶超苹果，出

货量提升129.1%，同比增长速度超过苹果2倍。制造优势、

多产品策略、超凡的营销攻势、安卓系统的流行，被认为是

三星成功的原因。而作为业界最富创新基因的公司，苹果

也不会坐以待毙。三星和苹果的“龙虎斗”，精彩还在后头。

春节临近，燃放烟花爆竹是人们喜
迎新春的习俗，北京等城市烟花零售网
点已陆续开售。但面对连续的大面积雾
霾天气，很多人担忧，烟花爆竹一响，
PM2.5又将爆表。雾霾天，放不放烟花？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连日来，各地政府在两会上纷纷表示，要严控本年度的

三公经费，实现“零增长”。但在三公经费数目庞大、饱受社

会诟病的现实下，“不升”并非成绩，“降下”才是趋势。

三公经费指的是因公出国出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公务接待费。但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不善、监督缺位、

暗箱操作等种种原因，我国的三公经费一直是腐败问题的

多发易发区。

为了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

行政管理体制，加大反腐倡廉工作力度，2011 年中央各部

门首度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地方各级政府陆续跟进，“三

公经费零增长”的承诺也随之而生。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民主意

识、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已经不满足于三公经费

“零增长”，更迫切希望三公经费“负增长”。从操作层面上

看，三公经费实现“负增长”并非难事。浙江省温州市 2012

年 6 月出台了“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标准，全市半年公务接

待费用下降四分之一强。2012 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

拨款预算比 2011年决算数减少了约 15%。

实现三公经费“负增长”是大势所趋。

目前的三公经费数目正处于高位，而中央“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正在狠刹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都为进一步

压缩三公经费提供了可能。

压缩三公经费是党政部门厉行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

费的必然选择，有助于消解公众对三公经费的疑虑，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从而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实

际效果取信于民。 （据新华社）

三公经费：

呼唤“负增长”的答卷
冯 源

三公经费：

呼唤“负增长”的答卷
冯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