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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哈尔滨市冠童幼儿园使用发霉大米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前，

多地也曝出幼儿园食品安全问题，如发霉的大米、生虫的麦片、过期的牛奶、不合

格的食用油等被端上孩子的餐桌。而在幼儿园食品安全缺失的背后，是标准失守、

管理失心、审查失效、监管失灵等一系列行业软肋。要想堵住这些漏洞，加强前置

资格审查、提高监管力度和频次、完善流程制度、增加技术监管手段等是重要举

措。除制度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幼儿园自身遵守法规条文的自觉性，要把已建

立的机制转变成为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同时，对于违规者，一经发现就要严惩，

可尝试推行“终身禁入”等制度，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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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速短期放缓要有“容忍度”

余 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饶曙光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

蒋跃新作（新华社发）

结构性需求不足“困住”物流业

何黎明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

受大环境的影响，我国物流业正面临结构性需

求不足的矛盾。一方面，大量存量资源沉淀在传统

物流领域不能退出，无法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对高

端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增量资源受投入不足和

体制机制的约束，难以创造新的需求。因此，供给

侧结构性矛盾也是当前物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在

物流领域加强供给侧改革，要着眼于提升资源配置

效率，增加物流有效供给，提高物流运行质量和效

率。这是转变物流业发展态势、培育行业发展新动

能的战略选择，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

升级的重要举措。

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新旧动力转换，由要素规

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由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

的关键时期，传统的竞争优势不断衰减，需要新的

竞争增长动力和优势，实现新旧增长动力、新旧竞

争优势的平稳转换。为此，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适当提高对经济增速短期放缓的容

忍度，加快启动债务战略性重组，下决心推进改革

和政策落地见效，增强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和经济增

长的内生动力。

去产能要市场化更要法治化
郭文婧

目前，部分收单机构为争夺市场份额，大多仍以低层次的价格竞争为主，违规现象时有发生，扰乱了

收单市场的正常秩序。全面有效监管是维持银行卡收单和支付市场正常秩序的必要手段。对比较严重的违

规行为，更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理。此外，监管部门还要在安全与便捷之间寻找平衡点，建立并不断完善

监管体系，实现对收单业务和支付业务的动态管理、科学管理

收 单 不 转 账 重 罚 没 商 量
张 忱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通知，因第

三方支付公司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和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在银行卡收

单业务中存在严重违规现象，决定没收

两家公司违法所得，并分别对两家公司

处以 1110 万元和 2653 万元罚款，对相关

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监管部门此

次对违规行为出“重拳”，意在以罚促

改，推动收单业务和支付市场健康有序

发展。

央行通知中提到的“严重违规现

象”之一，就是通过非客户备付金账户

存放并划转客户备付金。所谓备付金，

是指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托的支付业

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待付货币资金。擅

自挪用、占用、借用客户备付金的行

为，将使消费者刷卡消费支付的资金不

能按时足额转入商户账户，威胁商户资

金安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有商户购

买以通联支付为收单机构的 POS 机后，

商户备付金被以非法手段转移到其他账

户，导致 30 余家商户的约 500 万元资金

未能到账。除此之外，通联支付和银联

商务两家公司还存在未落实商户实名

制、编造银行卡交易信息、为无证机构

提供交易接口等问题。

实际上，这并非个案，其他部分机

构也存在类似违规问题。银行卡收单业

务是支付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随着

银行卡市场分工的逐步细化，相当数量

的非金融机构获得银行卡收单业务许

可，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将有利于专

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业务创新的不断

进步，有助于提升支付结算的便捷性，

促进银行卡产业和金融支付服务市场的

健康发展。

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会带来

“成长中的烦恼”。部分收单机构为争

夺市场份额，大多仍以低层次的价格

竞争为主，违规现象时有发生，扰乱

了收单市场的正常秩序。如果任由违

规行为蔓延，客户的资金和信息安全

将面临威胁。及时全面有效监管是维

持银行卡收单和支付市场正常秩序的

必要手段。

此次对违规公司的警告和惩罚不是

目的，目的在于要以罚促改。提高对违

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参与者的违规

成本，才能引导收单机构和第三方支付

企 业 依 法 合 规 开 展 业 务 ， 强 化 风 险

管理。

对比较严重的违规行为，监管部门

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严厉出手，依法从

严、从重处理，唯有如此，才能狠刹不

良风气、遏制违规行为蔓延。比如，加

大对客户备付金问题的整改监督力度，

建立备付金集中存管制度；严格落实商

户实名制，加强商户资质审核，杜绝虚

假商户；加强外包管理，明确外包合作

范围，严格审核外包机构资质；规范接

口和资金结算，杜绝违规开放接口等

行为。

此外，监管部门还要在安全与便捷

之间寻找平衡点，在相信市场、尊重创

新的同时，规范业界行为，利用数据技

术、网络技术，建立并不断完善监管体

系，实现对收单和支付市场的动态管

理、科学管理。

矫正不文明 “限乘”可以有
关育兵

近日，国家旅游局公布了 《旅行社

条例 （修订草案送审稿）》，并公开征求

意见。针对游客在出游过程中发生的不

文明行为，条例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

动中有违法行为或严重不文明行为的，

乘坐航班或将受限。

当前，出境游、边境游热度越来

越高，我国游客的文明素质也有了较

大的提升。但与此同时，个别极端不

文明事件仍然存在，影响了国人的整

体形象。

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矫正，需要长

期引导，但对极端个例，则要强力矫

正。采取强力矫正的措施，能以儆效

尤，防止破窗效应。比如，把严重不文

明行为的人纳入征信系统，在一定期限

内限制其出境旅游、边境旅游、参加团

队旅游、乘坐航班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限乘等强力

矫正措施，对受限者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此，采取这一措施，要做到严谨，力

戒随意。首先，标准必须客观且透明。

关于什么是严重不文明行为的问题，必

须要有具体化的标准，让游客自身可以

做出衡量和判断。标准太低，不利于文

明素质提升；标准太高，也会打击一大

片。此外，对严重不文明行为的认定，

还需要独立评估机构。相关部门、行业

组织、经营者可提出纳入征信记录的建

议，但是否纳入，还需评估机构进行判

定。其次，对惩戒措施的期限，也要有

明确标准。依据其不文明行为的严重程

度，在作出惩戒决定的同时，也应明确

惩戒期限。我们必须看到，惩戒措施是

手段，不是目的，唤醒受惩戒者内心的

文明意识才是关键。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外出旅游人数也呈爆发式增

长。国家旅游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国旅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国

内旅游达 22.36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7%。

然而，与旅游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相

对应的，却是我国旅游市场制度建设的

落后。由于法律法规、经营模式等方面

还不成熟，我国旅游市场上强买强卖、

欺骗消费者的事情时有发生，“黑导游”

问题尤为突出。“羊毛出在羊身上”，旅

游景区物价虚高、“黑导游”提取高额回

扣，这些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与

此同时，大多游客都是短暂逗留，不愿

为了维权耽误行程，挨“宰”后普遍选

择息事宁人，也给监管带来困难。

打击“黑导游”，相关部门必须强

化措施，标本兼治。一是强化立法。相

关管理部门可对无证带团人员进行处罚

或追究法律责任。同时，也要对相关旅

行社进行处罚，从源头上规范导游聘用

流程。二是强化监管。工商、旅游、公

安、物价等部门，要加强对“黑导游”

的整治力度，清理净化旅游市场；畅通

维权平台，及时回应消费者投诉，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强化引导。

利用约谈、座谈等方式，向景区工商户

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家自觉

诚信守法经营。四是强化宣传。通过各

类普法宣传，向消费者介绍“黑导游”

的危害，并提高其消费维权意识，一旦

发 生 侵 权 事 件 ， 应 及 时 向 工 商 部 门

举报。

打 击“ 黑 导 游 ” 监 管 须 到 位
田晓剑

近日，环保部会同发改委、人民银

行等 30 个部门启动了对环保严重失信企

业的联合惩戒机制。今后，那些在环境

领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及其负责

人，将受到限制供应土地、限制市场准

入及发行债券等惩戒。可以说，此举对

提高企业环保自律意识、诚信意识具有

重要意义。

企业环境诚信是社会诚信建设的一

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按照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部署，环保部门积极推动

企业环境信用信息公开，建立并完善企

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促进部门间信用

信息共享和奖惩联动，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企业环境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整

体上仍然不高，建设项目环评未批先

建，排污单位超标排放、暗管偷排，相

关部门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有些单位

骗取环保专项资金，这些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仍然存在。在当前各地环保部门对

上述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下，

今年上半年，仍有 8 家企业因污染源自

动监控设施及数据弄虚作假被环保部

通报。

“ 一 处 违 法 ， 处 处 受 限 ”， 是 此 次

31 个部门联合惩戒要达成的目标。只

有触及到“痛处”，才能让不拿环保当

回事儿的企业心中忌惮。近年来，不少

地方对环保违法企业实施了“黑名单”

制度，特别是辽宁、上海等多地试点对

环境违法企业实施绿色信贷限制措施，

产生了一些效果。在“环保加金融”的

基础上，本次联合惩戒还提出了从限制

或者禁止企业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到

停止执行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 ，乃至

在经营业绩考核、综合评价、评优表

彰上，对企业及其负责人予以限制等

一系列措施。惩戒措施“扩围”传递

出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企业一旦在

环保上严重失信，其生存和发展都将

受到限制。简而言之，环保失信者将

无以立足。

联合惩戒旨在倒逼企业树立环境诚

信，提高企业环保自律。从这个角度来

看，既要对环保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联

合约束，也应该鼓励企业积极整改。比

如，被纳入失信范围并实施惩戒后，企

业积极进行整改、取得明显成效，就应

该动态更新联合惩戒备忘录黑名单，在

对整改效果进行观察后可将这类企业移

出黑名单。

当然，要想让 31 个部门的 25 项联合

惩戒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诸如部门间信

息动态共享这样需要考量的环节还有不

少。这么多的部门如何紧密协作、部门

间的信息共享如何顺畅实现，要拿出这

些问题的答案，涉及的流程需要细化、

相关的标准也要调整。总之，唯有守信

激励、失信惩戒真正“落地”了，诚信

的氛围才会如愿形成。

让 环 保 失 信 者 难 以 立 足
曹红艳

只有触及到“痛处”，才能

让不拿环保当回事儿的企业心

中忌惮。当然，要想让31个部

门的25项联合惩戒措施真正发

挥作用，涉及的流程需要细

化、相关的标准也要调整。总

之，唯有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真正“落地”了，诚信的氛围

才会如愿形成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天津谈及去产能时指出，

淘汰严重过剩的产能，重点是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

业去产能，主要是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严格环

保、质量、安全等标准。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

对建立法治化市场化去产能机制作出部署，以推动我国

产业转型升级。

所谓市场化去产能，核心是通过公开合理的市场竞

争机制决定企业去留，其最终目的，是用市场这只“无

形的手”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全行业的生产效率和

国际竞争能力。强调要用市场化手段去产能，主要是为

了防止行政化去产能所出现的弊端。行政化去产能违背

市场化原则，使用行政命令，容易不分企业好坏，一刀

切地下达减量生产的指令，一刀切地不再批准办理新增

用地、生产、排污等许可，一刀切地按照固定思维推进

兼并重组。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劣

币拖累良币，对整个行业效率提升、竞争能力提升并无

好处。

所谓法治化去产能，是指用法治手段解决去产能过

程中的问题。无论兼并重组，还是破产清算，都面临着

职工的劳动关系、国有资产流失、合法资产处理、交易

公平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情

况，就必须告别行政主导的传统模式，在政府、企业联

动的过程中明确各自的法律边界，通过专业的法律服务

来减少隐患。

当然，法治化去产能还有第二个层面，即用法制规

范引导市场行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一些要

素一旦通过立法确定，就转化为市场标准。法治化去产

能，一方面，可以将差别化水电价、排污许可权、新增

授信等通过立法形式加以确认，借此抬高门槛，倒逼淘

汰落后产能的速度；另一方面，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

修订已有法律法规，提高质量标准，帮助消化过剩产

能，促进绩优企业快速成长。

产能过剩的原因，与地方政府过去一味追求 GDP

政绩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在国家推进去产能任务的过

程中，部分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央获得更多安置资金和优

惠政策，又有了很高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

环。由此看来，法治化市场化去产能，是最好的办法，

由市场来判断是否是落后产能，由法治来引导去产能的

全过程，政府则回归本位、负责监督并提供服务。

影视业不能只是“资本说了算”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影视明星低价入股的公司

被上市公司高价收购，引发资本市场和社会舆论关

注。资本的进入产生了很多非专业的制片人，拍电

影变成“资本说了算”，电影的质量难以提升。不

少资本纯粹把电影当做赚钱的工具，通过背后运

作，票房高低和电影质量关联度减弱，产生大量

“叫座不叫好”的电影，影响电影市场整体环境。

弥漫于影视圈的所谓“金融创新”，动摇了电影产

业好不容易打下的根基，必须用监管规则有序引导

资本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