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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这“两权”，是农民最重要的两项财产权

利，事关农民衣食所依和家人所居，抵押贷款又涉及金融机构风险控制，风险防范势在必

然。要优先解决农民抵押的风险防控，“两权”抵押要切实尊重农民意愿，抵押贷款需由

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自愿申请，确保农民成为真正的知情者和受益者。此外还要同步解决

金融机构放贷的风险防控

“两权”抵押要把防风险摆在首位
乔金亮

点点 评评 清明前夕，多地民政部门部署开展大墓、豪华墓、活人墓专项整治，但

有媒体在一些地方采访发现，不少豪华墓、活人墓等仍在顶风修建。一些地方重敛厚

葬之风盛行，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助长盲目攀比、奢侈浪费等不良治丧风

气。对此，要疏堵结合，加大引导和管理力度。一方面，要完善公益性骨灰楼堂和公

墓建设，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墓属将骨灰迁入公墓或骨灰楼堂安葬、安放；另一方面，

对于违法占地建豪华墓、活人墓等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坚决拆除，并要明确乡镇、村

“两委”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对于失职人员严肃追责。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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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配电价改革就是要打破现行的

“独买”和“独卖”模式，对电网服务

实行“成本加成”定价，目的在于建立

规则明晰、价格合理、监管有力、科学

透明的独立输配电价体系，让输配电价

真实反映电网成本，形成主要由市场决

定的电力价格。在这个过程中，要切实

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探索符合

实际的监管手段，建立对电网企业成本

和投资监管的体制机制。具体来说，要

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大力加强输配电监管能力建

设。尽管“成本加成”的定价模式有利

于增强电网企业的成本观念，但如果没

有强大有效的监管，电网企业的投资、

运营成本及可能产生的利益输送问题就

难以解决，企业仍然容易出现过度投资

和要素结构扭曲，最终影响电力成本和

电力价格。因此，必须加强输配电监管

能力建设，在输配电价试点过程中，应

注重与监管需求相匹配的监管能力建

设，在监管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

等方面予以统筹考虑，确保电力监管机

构立场的中立性。与此同时，不妨扩充

输配电监管队伍规模，优化监管机构人

员结构，提高电力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其次，开展输配电成本激励性监管

试点。由于电力生产或输配企业与电力

价格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电力成

本核算和监审面临重大挑战。从国际经

验看，“成本加成”定价法下，电力企

业容易产生上下游利益输送等问题。我

国地区间电网建设步伐不一致，对电网

投资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先在具备条件

的地区探索开展输配电成本激励性监管

试点切实可行。比如，规定电网输配电

成本或价格每年降低固定百分点，连续

降低若干年；探索实行各区域、省级电

网间“对标”管理，以监管试点为标杆

制定“领跑者”输配电价标准等。

再次，探索建立电网投资“准生

证”制度。电网输配电价格监审属于事

前监管，有效资产、准许收入、准入收益

依赖于对监管期内投资、电量的预测。

也就是说，未来输配电成本的高低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的投资决策。为

此，有必要探索建立电网投资“准生证”

制度，明确允许进入输配电成本的投资

标准，将对电网投资的监审纳入监管职

能，重点审查电网投资是否符合国家电

力规划、是否具备进入输配电成本的条

件，确保监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第四，建立电网非输配电资产剥离

机制。在改革输配电价形成机制的过程

中，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的界定标准逐

渐明确，与输配电不相关的电网资产需

要从电网企业剥离。为此，要完善输配

电成本核算制度、严格输配电成本监审

制度，减少可能发生的“利益输送”。

由于我国电力价格承担着保民生的

公共职能，输配电价改革应合理安排政

府的政策目标，逐步减少和妥善处理交

叉补贴，确保电网投资不影响普遍服务

功能的发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教授）

在 输 配 电 价 试 点 过 程

中，应注重与监管需求相匹

配的监管能力建设，在监管

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

等方面予以统筹考虑，确保

电力监管机构立场的中立

性；可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探

索开展输配电成本激励性监

管试点；有必要探索建立电

网投资“准生证”制度，明

确允许进入输配电成本的投

资标准，将对电网投资的监

审纳入监管职能

输配电价改革需监管能力跟上
郑新业

日前，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联合

印发有关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

住房财产权“两权”抵押贷款的文件。

有人解读说，农民的住房和土地从此全

面进入可抵押时代，甚至有机构根据全

国耕地、宅基地总面积，测算出此举可

激活农村 100万亿元的土地价值。

“两权”抵押试点，兼具土地制度

改革和金融制度创新的特点，是一项重

大创新。长期以来，按照物权法、担保

法的相关规定，耕地、宅基地等农村集

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农业

发展需要中长期资金供给，由于缺乏有

效抵押物，面临担保难、融资难的问

题。“两权”抵押试点有效盘活了农村

资源、资产，增加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

中长期资金供给。

从改革全局看，农村土地改革事关

9 亿人的福祉，改革收益固然要看，但

防范风险是首位的。“两权”是农民最

重要的两项财产权利，事关农民衣食所

依和家人所居，抵押贷款又涉及金融机

构风险控制，风险防范势在必然。在此

前国务院关于“两权”抵押试点的文件

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法律”与

“风险”，这决定了试点必须于法有据，

讲究条件，不可一哄而上。

应当看到，现实条件下，“两权抵

押”的实施面临很多难题和不确定性。

若发生违约，土地资产如何处置？农民

是否会因经营不善陷入失地困境？此

前，各地“两权”抵押贷款业务标准不

一、做法不同，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部分地区，农民将承包土地经营权流

转给工商企业后，企业在农民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大片土地经营权作为贷款抵

押物，出现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为难，

农民合法利益难以保障，也容易影响社

会稳定。

因此，要优先解决“两权”抵押的

风 险 防 控 。 比 如 ， 对 农 民 来 说 ，“ 两

权”抵押要切实尊重农民意愿，抵押贷

款需由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自愿申请，

确保农民成为真正的知情者和受益者；

流转土地的经营权抵押需经承包农户同

意，抵押仅限于流转期内的收益，既不

是全部的农村承包土地、也不是永久的

土地收益；农民用于抵押的住房财产

权，必须建立在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上

面，必须有另外的固定住所，等等。

要同步解决金融机构放贷的风险防

控。对银行来说，“两权”资产变现难

是最大顾虑。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

款的抵押物处置，受让人原则上应限制

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范围

内。这就要考虑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原

则上只能本村流转的法规。在承包地方

面，涉及耕地红线、农地用途管制等重

大问题，“逆城市化”“下乡买地”此路

仍然不通。各地要结合实际，采取利息

补贴、设立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建立

风险缓释及补偿机制。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城乡都关

注，各地改革愿望高。但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复杂的法律问题和潜在风险压力，

决定了试点选择的严格条件。“两权”

抵押在制度设计时就有所控制，要求试

点封闭运行、范围有限、区域固定。经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允许试点地区在

试点期间暂停执行相关法律条款。目

前，仅分别限在农村改革试验区和现代

农业示范区 232 个试点县和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地区 59 个试点县进行，并要求

抵押做到控制面积和控制期限。

“两权”抵押背后的多重权利关系

与深层利益关系，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

一样相伴共生，是试点要进一步破解的

难题。要在保障农户基本居住权、承包

权、优先受让权和土地持续生产能力的

前提下，依托各地实际，既要稳妥，也

要大胆创新，探索出农民住房财产权有

效处置和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

的不同经验，平衡好农民合法权益与金

融机构正当利益的关系。

徐徐 骏骏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4 月 1 日起，标志着驾考改革的系列措施将如期落

地，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小汽车自学直考、自主约考、异地

考试办证、放宽残疾人学车考证等改革措施正式实施，民

众的选择机会更多了，获得驾驶资格再也用不着非去驾校

学习不可了。

驾校改革是一件顺应民心的大好事。长期以来，驾考

与驾校因为利益纠葛而捆绑在一起，形成行业垄断，衍生出

服务水平差、乱收费、教练吃拿卡要等人情交易、权钱交易

的腐败现象，给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

有人担心，改革以后驾校的生意恐怕不好做了，一个

原本红红火火的产业是否会陷入退出历史舞台的窘境？还

有人抱着叶公好龙的心态，在改革之前摇旗呐喊，改革之

后却又顾虑重重，开始担心放开驾驶员培训政策会发生交

通安全隐患，催生“马路杀手”。

事实上，驾考只是检验汽车驾驶技能的一项考试，只

要严格训练，教学得当，驾车时间够长等，绝大多数人都

能熟练掌握相关技能。在一些国家，个人自学直考驾照也

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教学、考试环节不打折扣，自学质

量是有保障的。

另外，随着私家车的日益普及，很多家庭已经拥有了

汽车，这给人们自学直考提供了便利条件。况且，公安部

门在放宽政策的基础上还收紧有关制度，如改革 《意见》

中的三个“限定”：限定训练车辆，限定随车指导人员，

限定训练路线和时段，就是最大限度地规范了自学环节，

降低了安全风险。

此外，改革并不会阻碍行业发展，反而会倒逼行业打

破垄断格局，迫使从业人员的心态从掌控权力的优越感逐

渐过渡到闯入市场竞争的紧迫感。

驾校本质上是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市场化公司，不应该

通过垄断牟取不正当利益，而是应该积极拥抱市场，深耕

服务，迈向产业高端。新政策实施后，必然会分流出一部

分学车人群，这对驾校来说将会极大缓解培训压力。学员

约车可能不再需要排队，可以更灵活合理地安排时间，学

车更便捷；教练员很可能从原来的一对多培训转变成一对

一的培训，服务质量更优质。同时，随着驾校准入门槛的

放开，“互联网＋驾校”将会开启网络学车新模式，行业

发展的空间将会更大。

让驾校回归市场
姜天骄

房地产市场是“结构性过剩”

邹琳华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明显，高库存与住

房短缺同时并存，表明住房已不再是“总量供不应

求”，已进入“结构性过剩”时代。对于一、二线城

市，要抑制住房投资投机需求，加大普通住房土地供

应，加快住房用地入市节奏，支持商改住、工改住等

土地用途改变等。对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应多方

消化住房库存，包括继续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吸引

县域和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和置业；根据需要调整房地

产用途结构；在不影响其他居民居住环境的前提下，

支持住宅转商用或用作创业场所等。

在一些城市，承载城市文化的报刊亭已不多见

了。报刊亭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之窗，是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的重要载体，作为一处城市风景，不应该消失在市

民的视野之中。城市中的报刊亭，营造的是一种学习

的氛围，培养的是全民读书的习惯，对于这些文化载体

应予以扶持，进而提高城市的品位，增加城市的人文味

道。特别是现代人获取信息越来越便利，阅读往往碎

片化，而纸质阅读更能让人细细品味，报刊亭适应了这

种需要。

城市报刊亭有多重文化意义

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随着消费审美的个性化和细分化，服装业将迎来

新的部落经济。在互联网大潮下，服装企业急需调整

传统的开店模式，向更贴合消费者、更分众的营销模

式转变。通过精细化的销售，锁定有效需求，实现有

效供给。服装生产制造商，要尽快摒弃制作衣服的旧

有思维，向生活方式的内容供应商转变。要借助智能

技术，开展个性化生产，提供有效供给，实现精准营

销。服装企业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技术和质量上，把

产品做精，让品牌生命力更持久。

服装业发展需转变旧思维

孙瑞哲
中国服装协会会长

因穿越居庸关花海而被大家熟知的

北京 S2 和谐号火车，屡次被摄影发烧

友逼停，景区暂被封闭。不少游客表

示，“如果大家都文明赏花，也许不至

于落到如此地步”。

人们出行要讲求安全，但游客的种

种行为却背离了这个要求。随意穿行铁

路，不仅将自身置于危险当中，也给行

车安全带来隐患。反过来，列车因此被

逼停，又会给游客出行带来不便。暂时

封闭景区，有助于消除安全隐患。不

过，有关方面还要想办法让有需要的人

欣赏到美景，才更能体现以人为本。

具体来说，铁路部门可修补栅栏

破损处，严防无关人员进入铁路。同

时，加大宣传力度与监督力度，让游

客意识到穿越铁路行为的危险性，对

屡劝屡犯者则必须严惩。当然，也要

鼓励游客到铁路线外拍照或设立专门

的区域供游客拍照；火车经此路段要

加强鸣笛提醒，严防游客逗留再次逼

停列车。此外，游客必须增强文明意

识和法律意识；村民也可自发组织志

愿队，维护现场秩序。

据报道，2016 年以来，至少已有

十多个省份专门下发文件，提出一系列

硬招实招，力求祛除“办证多”“办事

难”“奇葩证明”等顽疾。

到政府部门办事，群众最头疼被工

作人员索要各种无效无用的证明。“奇

葩证明”乱象，不但给办事群众带来麻

烦和负担，同时也降低了政府部门的工

作效率，带来各项行政成本和资源的增

加。某些证明实际上在相关部门的信息

库里完全可以查到，即便如此，仍然会

要求群众“跑腿”。

无论是简政放权，还是创造条件为

群众办事提供便利，各地政府没少发过

“红头文件”，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

自上而下的简政放权已经大有成效，群

众对此也感同身受。不过，在整治“奇

葩证明”方面，尚需加大力度。

从十多个省份推出的硬招实招来

看，这次整治“奇葩证明”行动显然有

“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气势，且自从

一些地方因向办事群众索取“奇葩证

明”被媒体曝光之后，对于“奇葩证

明”的整治也已经获得广泛共识。但也

有一些证明对于社会管理而言不可或

缺，今后还需要在加快信息共享、提升

服务意识等方面多下功夫。总之，既要

保证各方面管理不因缺少必要的证明而

有失规范，又要让信息多“跑路”，从

而让基层群众真正从中体会到获得感。

莫让不文明“玷污”花海美景
王成成

用信息共享治“奇葩证明”
朱永华

驾校本质上是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市场化公

司，不应该通过垄断牟取不正当利益，而是应

该积极拥抱市场，深耕服务，迈向产业高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