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评 2016年6月7日 星期二 9

点点 评评 据报道，广州市交委近日公布 《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

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其中要求出租车必须安装音像监控设备。这个规

定一经发布，便在社会上引发热议。不少人担心，强制出租车安装音像监

控设备会侵犯乘客和司机的个人隐私。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出租车内是否

应该安装监控设备，有关部门需要明确法律依据，在充分听取和尊重民意

的基础上慎重决定。 （时 锋）

合 情 合 理 ？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

来 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杨开新 祝 伟

近年来，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

龄化加剧、制造业转型升级等多重因素影

响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但

是，随着机器人产业迅速升温，企业数量

快速增长，一些地方出现了重招商引资、

轻技术创新、轻人才培养的倾向，同质化

竞争加剧，产业“小、散、弱”突出，质量保

障和市场公平竞争制度亟待完善。

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涉及机

器人生产及集成应用的企业 800 余家，

其中 200 多家是机器人本体制造企业，

大部分企业以组装和代加工为主，产品

主要是中低端机器人。另据不完全统

计，过去两年机器人产业一共出台 77 项

地方性政策，有 42 个在建和已建的产业

园区。地方发展机器人产业的远景目标

加起来，甚至是国家机器人产业规划目

标的好几倍。

按理说，不具备核心技术的企业在

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应该被淘汰，但由于

一些地方出台产业扶持政策，一些没有

竞争力的企业靠着补贴和优惠政策能够

生存下去，好的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反

而不容易成长。一些业内人感叹，机器

人产业“劣币驱逐良币”已有苗头，高端

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已有所显现。

有鉴于此，当务之急是要实现机器

人高端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重大突破，

实现机器人质量可靠性、市场占有率和

龙头企业竞争力的大幅提升。首先，要

加快建立健全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一

直以来，产品质量、可靠性都是制约我国

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发展的一大瓶颈问

题，行业标准的缺失是造成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按照产业发

展的迫切度，研究制定一批机器人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构建和完善

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同时积极参与国

际标准的制修订。

其次，要加大自主研发的投入，构建

机器人产业创新体系。目前我国逾 90%

机器人企业年产值不足 1 亿元，在核心

技术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应充分利用和

整合现有科技资源、研发力量，组建面向

全行业的机器人创新中心，重点聚焦行

业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进

科技成果的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应用，打

造“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协同创

新载体。在机器人用精密减速器、伺服

电机及驱动器、控制器等核心部件，要力

争性能、精度、可靠性达到国外同类产品

水平。

再者，各地政府要根据各自优势进

行差异化发展。要正确把握机器人技术

和市场发展的规律性、客观性和方向性，

清醒认识当地发展机器人产业资源禀

赋，鼓励政策的着力点要向技术研发、人

才聚集、差异化发展倾斜，避免低水平重

复建设。与其各地都去做低端整机，不

如形成众多业务精湛的专业企业和共生

共荣的分工格局，比如机器视觉、定位技

术、感知技术、人机接口技术、控制技术

等。只要能做到极致，都会有巨大的市

场，也更有利于培养企业长远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

实现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原则，着

力扭转低端化发展的状况。这需要政

府、行业组织、企业、研究机构等多方共

同努力，在相关规划的支持引导下，力

争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机器人产业新

的突破。

警惕机器人产业低端化倾向
许红洲

大大 巢巢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高考是道多选题
佘 颖

“直播执法”有助文明执法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首次尝试

网络视频直播。执法局工作人员用手机对执法过程进行全
程录制，同时通过移动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并用文字
进行注解，公开发布执法的时间地点及所发生的事件。

【短评】 多年来，城管对小商小贩的占道经营进行矫

正，常被人们喻为“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今，郑州市中

原区城管部门探索“网络直播执法”，既可约束违法对

象，也能约束执法者本身，折射出当地城管部门坦诚、开

放的心态。“网络直播执法”有利于提升执法文明程度，

但也应认识到，这样的“直播”很难覆盖所有的执法过程

和环节，而且无法完全避免视频拍摄者的主观倾向性。所

以，对于“网络直播执法”，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

也要看到其不足，各地城管部门还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

设，以更多的文明执法取信于民。

让“ 城 里 看 海 ”不 再 发 生
6月1日凌晨，湖北省武汉市遭遇今年最强暴雨，导

致武汉城区数十处地段出现内涝，重要交通道路被阻造
成拥堵。在遭受最大降雨的洪山区华中农业大学和光谷
三环线附近，汽车变成了“潜艇”。

【短评】 近些年，到城市“看海”、在街头捞鱼、在街

道行船等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一些城市“逢雨必涝”，固

然与极端天气等自然因素有关，也与城市土地开发利用

方式不合理，土地透水面积缩小，地下管廊建设管理落

后，蓄水、渗水能力减弱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下水道是一

座城市的良心”，各地城市建设管理者应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增强敬畏自然之心和责任意识，切实做好城市规划，

建设好地下管廊，增强城市排洪能力。只有这样，“城里

看海”的尴尬才不会发生。

对高考作弊要防罚并举
今年高考，从教育部到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都出台了

不少措施，确保考试纪律。为了杜绝替考现象发生，多地
出招严防大学生离校充当高考“枪手”，甚至有省份规定

“原则上不允许高校学生请假”。
【短评】 为防止大学生离校充当高考“枪手”，在高

考期间严格大学生请假制度，是防止大学生替考的一个

思路。不过，“原则上不准请假”的做法值得商榷，毕竟，

可能会有大学生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不允许请假就

侵犯了个人基本权利，难以说服人，而且“原则上”的规定

也很难操作，那些想参与作弊的学生总能想方设法编造

理由。防止大学生替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仅仅用或

者主要依靠“堵”的思路，而要“防”“罚”并举，加强技术和

制度防范力度，加大替考等舞弊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违

法成本，让人不能、不敢、不想去替考。

从 7日开始，全国高考就将“开卷”。

部分考生还没进考场就要先做选择题了，因为从今年

开始，高考将逐渐从固定搭配的“套餐”变成自由组合的“自

助餐”。比如，在高考试点地区之一的上海，考生除了语数

外，文科考生可在政治、历史及地理中任选 1 门，理科考生

可在物理、化学及生命科学中任选 1 门。在另一个试点地

区浙江，考生则有一项自选模块，可在出自语文、数学、英

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9 门学科 18 个自主选

修模块的 18 题中，任选 6 题作答。这有利于考生选择自己

最擅长的科目，展示出自己的最佳学习成果。

赋予考生更大自主选择权正是未来高考改革的方向。

根据各省份公布的改革方案，从 2017年开始，考生自己选考

的 3 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将与语

数外一起计入高考成绩。除了浙江还多一门“技术”可选外，

目前公布方案的省份大都允许考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6个科目中自主选择3科作为考试科目。不

仅如此，大多数省市的方案中，外语也从 3 天集中高考中撤

出，变成一年两考，选择成绩较高的一次计入。

今后的高考将是不折不扣的多选题，考生有充足的时

间培养自己的兴趣，选择擅长的专业，再不用硬着头皮苦读

“瘸脚”必考科目，也不用提心吊胆生怕一考误了终身。

高考之后的人生同样是多选题。按照今年的招生计

划，大约 370 万学生会进入自己心仪的本科院校，4 年之后，

就业、创业、考研、留学，至少有 4 种选择；另外的 300 万至

400 万学生会进入职业教育院校，其中有些人会在 3 年后走

上工作岗位，成为“中国制造 2025”的参与者，有些人会创

业、会专升本乃至读研，全凭个人选择。

学生和家长们千万不要小看职业教育。去年《大国工

匠》中令人尊敬的 8 位大师级人物全部出自职业院校，而转

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亟需有一技之长的技师，他们的就业前

景和薪资水平好得令人咋舌。今年就业压力虽大，有些高职

院校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用人单位“抢”走，比许多握着一纸

文凭跑招聘会的本科生强得多。如果能通过高考进入有产

学研优势的高职院校，也是很好的选择，至少将来不愁饭碗。

高考可能是考生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在未来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这一地位不会变。但高考会慢慢

回归到一次对学习成果的集中检验，成为学生们第一次认

真思考自己生活走向的重要机会。考生们，放轻松，选好高

考科目，做好人生的多选题。

面对大城市交通拥堵这一世界性难题，相关部门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持续发

力，采取科学有效的管制性举措和适度的价格机制来减轻城市道路承载量；另一

方面要坚持“管好城市为人民”的思路，突出共治共管、共建共享，变单一依靠

政府主导为主，向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参与的多元参与转变

征收拥堵费并非治堵“终极之策”
熊光祥

据报道，北京市交通委已初步制定

交通拥堵收费方案，目前正在进一步深

入研究和论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再

次引发了公众对特大城市征收拥堵费的

关注。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以

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有关部门理

应积极回应，主动谋划。从这个角度

讲，对交通部门的相关探索和论证，公

众应该予以理解。与此同时，新加坡、

伦敦等城市在这方面有些探索，但也并

非没有争议。对于城市的拥堵治理难

题，到底需要从哪里发力，采取何种手

段和方式治理更加有效，确实值得深思。

从供求关系来看，城市交通拥堵的

实质，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与道

路周期性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简而言

之就是周期性车多、路少。从北京等特

大城市情况看，由于其中心城区承载了

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功能，带来了周期

性的人流、物流和车流的高度集聚，继

而增加了拥堵程度。客观而言，使用征

收拥堵费等价格调节机制治理也是一种

思路，希望借此提高公众的出行成本来

抑制自驾车上路行使。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应提倡人人都

拥有和使用小汽车。不过，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交通出行就像柴

米油盐一样，已经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

的“必需品”，且人们对交通出行的品质

要求也不断提高。地铁、公共汽车、自

行车终究没有自驾车来得舒适。既然交

通出行是城市公众的“刚需”，城市道路

又是城市基本公共产品，那么交通拥堵

费该向谁收取？只征收本地车辆不公

平、只征收外地车辆也不公平；征收额

度大了，增加社会公众成本负担；征收

额度小了，其结果也可能导致“费照

收，车照开”，起不了调节作用。可见，

价格调节机制并非破解交通拥堵的“终

极之策”。因此，无论是实施限行、限

购、限排等强制性管制方式，还是使用

高成本的价格机制，效果都是有限的。

治理现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国内外

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出台任何

一项治堵新政，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

程度，更要权衡公众的心理接受度，让大

多数公众能感受到新政带来的获得感。

面对大城市交通拥堵这一世界性难题，相

关部门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持续发力，采

取科学有效的管制性举措和适度的价格

机制来减轻城市道路承载量；另一方面要

坚持“管好城市为人民”的思路，突出共治

共管、共建共享，变单一依靠政府主导为

主，向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参与的多

元参与转变。

基于此，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综合施

策：一是优化城市功能区块规划布局，

坚持落实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特别是

科学、合理布局大城市中心区的行政、

教育、医疗等功能设施，大的要“切

块”、小的要“切段”，使城市的功能布

局相对小一点、分散一点。二是提升城

市交通组织水平，严格加强城市交通路

面执法，改造、打通城市交通卡点，落

实街区制管理新政，畅通城市交通“毛

细血管”，规范停车场所管理，推进智慧

交通智能化应用，提高全域交通组织能

力。三是推动交通出行模式变革，鼓励

市场主体加大交通出行方面的商业模式

创新，不断规范互联网拼车、租车等共

享交通市场。四是调动全社会参与治理

的积极性，把倡导绿色出行、文明出行

等宣传教育纳入城市文明教育的重要内

容，深入开展公交都市创建等行动，提

高全社会公共交通的分担率。

上 市 公 司“ 恋 足 球 ”得 使 长 劲
周 琳

6 月 6 日，苏宁集团正式宣布入股意

甲豪门国际米兰俱乐部。从苏宁入股国

际米兰俱乐部，到莲花健康收购英超阿

斯顿维拉俱乐部，再到道博股份、阳光股

份等筹划扩大足球赛事转播版图，近 1 个

月内传出与足球“联姻”消息的上市公司

超过 20 家。然而，撇开眼前“热恋”的一

幕，上市公司与足球此前的撮合交易中

不乏短视、盲目、虎头蛇尾的案例，与国

外成熟的足球体育产业链相比，国内上

市公司对足球产业的理解还有待提高，

“玩转”足球产业的手法有待丰富，需要

使长劲的地方还有很多。

之所以说上市公司“恋足球”得使

长劲，是因为数十年来足球产业发展、

上市公司自身发展以及资本市场发展三

方面带来的变化，客观上促使上市公司

不应再拿足球当短期“噱头”或者单纯

营销手段，而应该把足球产业视为文体

板块的生力军、长线价值投资布局的重

轴戏、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足球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看，我

国足球市场发展的大环境更加成熟和规

范，足球市场再也不是以前上市公司眼

中的投资“开胃菜”，而有可能成为公

司营收的主要来源，发展潜力巨大。自

2015 年以来，我国足球发展步入新的历

史 阶 段 ，《中 国 足 球 改 革 发 展 总 体 方

案》 从明确足协的定位和职能、完善俱

乐部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改进竞赛体系

和联赛体制等方面推动足球产业市场化

发展。无论从足球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

和保障措施，还是从足球市场的潜在投

资价值等方面来看，我国足球产业发展

环境已今非昔比，这需要上市公司拿出

更契合长远规划的发展战略，从长计议

发掘足球产业的潜能。

从上市公司自身发展情况看，无论

是像恒大集团、上港集团、华夏幸福

等主业延伸玩足球的上市公司，像乐

意网、苏宁云商、莱茵体育等依托互

联网技术玩足球的公司，还是像万达

集团、互动娱乐等争当“走出去”的

足球玩家，都需要对足球市场有长远

和深刻的理解，具备更长久的股权投

资耐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既要摒弃在

国内足球职业化初期单纯借势足球营

销的落后思维，又要抛弃原来固化的

短期炒作模式，应学习欧美先进俱乐

部发展理念，深耕体育文化产业，延

长足球全产业链条，开发和培育优秀

的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实现足球相

关资产的长久保值增值。

从资本市场发展的客观实际看，上

市公司“联姻”足球不但为市场化配置

体育产业资源提供了契机，也为广大投

资者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标的。一方面，

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定

向增发等手段，实现化解产能、盘活存

量，培育体育和文化等新产业和新业

态；另一方面，广大投资者通过股票交

易平台，实现投资和持有“足球”并分

享该领域长期升值红利。

一言蔽之，上市公司“恋足球”不

能想着抄捷径，只有使长劲、立长志、

抓长远，才可能避免走烧钱的弯路、营

销的老路或违规的邪路，从而实现自身

和 足 球 行 业 的 平 稳 、 健 康 及 可 持 续

发展。

上市公司“恋足球”不

能 想 着 抄 捷 径 ， 只 有 使 长

劲、立长志、抓长远，才可

能避免走烧钱的弯路、营销

的老路或违规的邪路，从而

实 现 自 身 和 足 球 行 业 的 平

稳、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