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消息称，人民法院将依法再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李

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等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两起将由最高法直接提审。有恒

产者有恒心。2016年以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

权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先后出台。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这都为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处理相关案件指明了方

向。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有利于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

环境，更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党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坚定决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时 锋）

保 护保 护
翟桂溪翟桂溪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学科评估需要中国标准
佘 颖

此次评估指标体系体现了“人才为先、质量为要、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对各高校学科建设的实

力也给出了客观评价，评估结果得到了普遍认可。学科评估的服务对象绝不仅仅是“双一流”建设，

它最大的价值是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研究生教育发展，服务政府和社会对大学学科的信息需求，进而为

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保证

无论是此前苹果因“打

赏”功能与诸多内容生产平

台产生矛盾，还是此番苹果

自行降低老款手机的性能，

都折射出其“庞大帝国”带

来的专横。苹果对智能手机

的推广居功至伟，但绝不能

因此躺在过去的成绩单上，

想 当 然 地 觉 得 能 替 用 户 做

主，想当然地为所欲为

苹果自说自话“为你好”不可取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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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苹果“降频门”一石激起千层

浪，苹果官方确认“在特定条件下限制部

分老款机型处理器峰值性能，目的在于避

免老设备电池耗尽自动关机”。尽管苹果

称“这是出于消费者的利益”，是“为你好”，

但消费者对于苹果公司让老款iPhone“变

慢”仍表示气愤，还有美国用户提起集体诉

讼。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2月28日，苹

果方面专门针对此事向用户道歉。

苹果此番遭遇的“尴尬”，为一些商

业巨头们敲响了“警钟”——不能假“维

护用户体验”之名行利己之实，自说自话

的傲慢只会导致用户的反感与反弹。

苹果限制部分老款机型性能，号称防

止它们在诸如低温等环境下因电池耗尽而

自动关机。但有用户发现，选择更换电池

就不会发生这些状况，即使不换电池，也

有关闭部分应用程序等解决方案。但苹果

并未给用户任何选择，只是简单粗暴地通

过升级系统“一刀切”，甚至并未告知用

户这一系统变化，直到被用户发现才不得

不承认。这足以说明，一方面很难将苹果

此举解释为“为用户着想”，更像是通过

凸显老款机型在性能上的“退化”逼迫用

户购买新款；另一方面，苹果公司的行为

对用户极不尊重，完全不重视用户的知情

权，不给用户任何自主选择的机会。

对开发者来说，苹果在追求商业利益

的同时，也不惜“甩锅”给开发者，毕竟

开发者开发手机应用，是基于对各款手机

性能的了解实行优化，如果手机突然“变

慢”，用户的体验将与开发者初衷南辕北

辙，最后必然会影响到应用程序的口碑。

无论是此前苹果因“打赏”功能而与

诸多内容生产平台产生矛盾，还是此番的

苹果自行降低老款手机的性能，都折射出

其“庞大帝国”带来的专横。苹果营造出

以应用商店为基础的生态系统，打造了森

严的秩序。用户选择一代代苹果，很多时

候已不再是为了手机硬件性能，而是自己

留存在苹果体系里的数据，开发者在苹果

体系下无法选择其他的分发渠道，对“游

戏规则”的随意更改往往敢怒不敢言。

这种完全不考虑其他各方感受的生态

系统真的能长久吗？

用户和开发者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从市场表现看，苹果 2017 年第三财季大

中 华 区 营 收 同 比 下 降 10%， 环 比 下 降

25%，受到了来自国产手机厂商强有力挑

战。苹果进入智能手机市场 10 周年，对

智能手机的推广居功至伟，但绝不能因此

躺在过去的成绩单上，想当然地觉得能替

用户做主，想当然地为所欲为。

将眼光放远一点，恐怕仍要思考“生态

系统”对消费者的控制力，除了硬件端苹果

的生态系统外，在互联网平台端，阿里巴巴

和腾讯同样在通过资本、技术和流量构建自

己的生态系统。尽管在经济上不构成垄断，

但从数据和使用习惯上来看，它们也进入了

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能够在强大

的生态系统中保护消费者的隐私与安全？

如何保护处于绝对弱势的消费者的权益？

这应该成为监管部门必须思考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业在我

国日渐崛起，居民住房呈现福利分

房和市场化购房并存的局面。至本

世纪，随着福利分房逐渐终结，商品

房市场有了更大规模发展。同时，

政府陆续采取经济适用房、“两限

房”、廉租房等形式，解决收入相对

较低家庭的住房问题。纵观房地产

业20多年的发展，其在改善人民居

住条件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极大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根据《中国

统计年鉴》，2016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13.7亿平方

米，是1998年的12.7倍，仅从2005年到2016年的12年间，

即销售商品住宅108亿平方米；而从2005年到2015年的

11年间，全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成套住宅达7723万套。

第二，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明显。2015 年，我国房

地产业在 GDP 总量中占比为 6%，比 1978 年的 2.2%和

1998年的4%分别提高了3.8个和2个百分点。在多数年

份中，房地产业增速在按季度核算发布的九大行业中位

居前三。如果考虑其对建筑、建材等诸多相关行业的连

带关系，及税收、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其贡献则更大。

由于房地产业存在较大刚需，且相对不需要更高的

科学技术作支撑，投入资金回收较快，以致很多地方将

其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个人投资者也大举涌

入，一些地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甚至到了欲罢不能的程

度。这都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是拉高了房价，使居民实际购房能力下降。从

1998年到2015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现价计算的每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造价增长1.5倍，但每平方米商品房

售价则增长2.3倍；造价占售价的比重也由59%降至45%。

尽管相关口径有差异，但仍可说明两者间的变化趋势，也

表明房屋价格偏离价值的程度在扩大。很多刚需民众或

望房兴叹，或倾三代人之力并背上巨额房贷才能购房。

二是带来了楼市泡沫，加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国

际上通常以售租比来反映楼市的投资潜力和泡沫化程

度，以单位面积售价和租价比较，在 200至 300范围内

比较合理。但在我国一二线城市，这个比例达到400至

600甚至更高，泡沫已经很明显。在此情形下还有大量

炒房资金进入楼市，甚至在调控形势下依然以自有资金

入市，原因在于这些人对房价预期依然看涨。但是，泡

沫到了一定程度必然破灭，国外已有前车之鉴。

2012 年下半年，国家启动了以限购、限贷为主要措

施的楼市调控。一年多后，调控效果初显；至2015年初，

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均降至最低点，70 个大中城

市房价全部呈下降之势。由于房地产市场变化给一些地

区经济带来了下行压力，当年“9·30”起，有关部门和地方

陆续松绑“双限”措施，致使一二线城市房价高企，由

此便有了始自2016年“9·30”至今的又一次楼市调控。

2017年12月28日，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

科评估结果，共有 513 家单位的 7449 个

学科参评，比第三轮增长 76%，涉及 95

个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

科，全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

科有94%申请参评。

虽然评估是以第三方方式开展的非

行政性、服务性评估项目，不同于政府

开展的合格性评估，但业内依然将其视

为“权威官方版高校学科排名”，在这

里，哪个学科哪家强一目了然，高校实

力如何也可窥见一斑。因此，很多人感

觉这份名单很“实用”，考生填报高考志

愿时可以此为参考。

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这个角度看，

这份名单的出炉过程才更值得关注。

2017 年 9 月份，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正式公布“双一流”建设高

校与学科名单。什么样的学校、学科才

是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

绝不能照搬国外指标，必须要有中国标

准。“双一流”名单公布时，评估标准

尚未出台，但根据这次对硕士博士学科

评估的标准设置来看，一套“中国特

色 、 世 界 影 响 ” 的 评 估 标 准 已 基 本

成型。

国内外大多数排名主要是以公共的

客观数据为基础的，但对于高校来说，

评估排名机构很难全面获取高校的信

息。这次学科评估则采取主观和客观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等有关部门和第三方数据提供商等获取

公共数据，再通过参评学科严格按照数

据填报标准提供其他评估信息。在主观

评价方面，对 23 万名学生和 15 万家用

人单位联系人开展大规模网络问卷调

查；邀请 13000 多名同行专家对 5 项主

观指标开展“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评

价”；邀请同行专家和行业企业专家调

查学科声誉，同时还首次邀请海外同行

专家对6个学科试点调查国际声誉。

另一重大变化是，这次评估一改以

往唯论文数量和国外期刊的评价方式，

除部分学科外，不再统计发表论文总

数，以“代表性论文”同行评议。在期

刊选择上，合理把握中外期刊论文的综

合评价，强化中国期刊在评价中的重要

作用，特别规定代表性论文必须包含一

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不断提高中国

期刊影响力，鼓励优秀成果优先在中国

期刊发表。

从结果来看，此次最终成型的评估

指标体系体现了“人才为先、质量为要、中

国特色、国际影响”，对各高校学科建设的

实力也给出了客观评价，使得评估结果

刚出炉就得到了普遍认可。

学科评估可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的参考，但学科评估的服务对象

绝不仅仅是“双一流”建设。它最大的

价值是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研究生教育

发展，服务政府和社会对大学学科的信

息需求。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

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国

梦，基础在教育，关键在人才。这次学

科评估构建了“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

质量”“毕业生质量”三维度评价体系，

并且首次面向近40万名在校学生和用人

单位开展问卷调查，检验教学质量和毕

业生职业发展质量，引导培养单位关注

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发展潜力。此外，

本次评估还单独设置“社会服务贡献”

指标，有助于促进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及经济社会建

设。所以说，学科评估不仅是社会各界

了解高校教学质量的一扇窗口，也是以

评促建，引导高等教育促进学科内涵发

展、合理规划学科布局、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一剂良药。

政务 APP 不能重建轻管
余明辉

有媒体近日调查发现，在相关部门

对政府网站实行常态化抽查通报，大部

分政府网站逐渐告别“僵尸”“睡眠”状

态的情况下，又出现“僵尸 APP”的问

题。少数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政务平台搭

建起来却没有真正使用好，甚至以行政

摊派、强行推广、篡改数据等手段，打

造“手机上的政绩工程”。

作为政务网络化、现代化的载体，

政务 APP、政务公众号等，适应了时代

发展与群众需求，是网络政务的一种新

探索，需要支持与肯定。政务 APP、政

务公众号虽然有技术、市场和群众基

础，但如果只是重建设、轻运营，过度

过滥开发等，就会摊薄相关功能和价

值，不仅让基层单位徒增财政负担，更

会由于众多政务 APP需要下载、注册等

繁琐程序，增加了群众办事的麻烦。

防止政务APP变成“僵尸APP”，应

善做加减法。一方面，政务 APP应该和

政务网站一样，在开发、运营等方面，

出台严格的监管和设置程序，不能仅靠

相关单位一时心血来潮就随意开发上

线。也就是说，要通过制定明确的设立

规 则 和 条 件 等 ， 做 政 务 APP 的 “ 减

法”，避免政务APP过多、过滥的问题。

另一方面，政务 APP 如果没有丰富

和便捷的服务功能，也同样会沦为“僵

尸APP”。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政务APP

的实用性上做“加法”，尽量不要设置单

一的用途和办事功能，而是整合多部

门、甚至不同系统内部的更多业务，让

群众下载一个APP就能办成很多事情。

此外，管理、运营不善也可能导致

“僵尸 APP”出现。这也提醒相关部门，

在政务 APP 上线后，在日常运营和监管

上也要制定一套严密科学的考核管理办

法，避免政务APP一建了之，只建不用。

据报道，全国法院系统首个微信立案

服务平台近日在北京上线运行。今后，诉

讼当事人不用到法院，也不必递交纸质

材料，即可实现全流程自主立案。

采用“人脸核身”技术，实现网上

身份验证，“微信全流程自主立案”，给

当事人带来的便捷显而易见。比如，传

统方式立案时必须对当事人验证身份，

要求当事人前来法院核实身份。“微信立

案”所采用“人脸核身”验证程序，可

以让当事人避免来回跑路。同时，与传

统立案方式相比，“微信立案”借助文字

识别技术，可自动将当事人上传的身份

证等有效信息转化成相应的电子文档，

能极大提高办事效率。

作为创新立案形式的探索，“微信立

案”全过程无需跑法院，这是利用科技

手段为群众服务的生动诠释。但是，“微

信立案”如何保障当事人的隐私安全也

应引起注意。毕竟个人信息“上网”也

就埋伏下了隐私泄露的风险。因此，一

方面应在系统安防方面下足功夫，以规

避其中存在的漏洞；另一方面也应加强

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避免因为人为疏

忽造成的当事人隐私泄露。

同时，“微信立案”虽然给立案带

来了便捷，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也应

规避“草率立案”，特别是要考虑到诉

讼成本和周期，以避免给自己增添没有

必要的成本，尽量在诉前选择协商、调

解和协调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解决

矛盾。

“微信立案”让法院更智慧
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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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 年年底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作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8项重点工作之
一。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
长效机制建设”列为重点工作之
一。自2016年“9·30”这一轮
楼市调控以来，我国房地产形势
正在发生新变化，加快住房制度
改革和建立长效机制的条件渐趋
成熟。为此，本报特邀请国家统
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潘璠
就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
建设的话题进行系列评析，欢迎
读者关注并参与讨论。

有关机构近日发布的 《2017 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

调研报告》显示，在自身财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部分

省份脱离发展实际搞民生。

民生投入当然要，但也要遵循财政“量入为出”原

则，否则就成了寅吃卯粮，是不可持续的，不是高质量

的发展。另一方面，即使是“量入为出”的民生投入，

如何让每一分钱投入实现投有所值，也极具现实意义。

无须讳言，这些年在一些地方，民生实事被当成一个筐，

“面子工程”都要往里装。日前，有媒体就报道称，一些城

市热衷建设豪华场馆，却终年不见几个人；一些乡村掀起

景观热，争先恐后建大亭子、大牌坊、大公园、大广场……

此类“面子工程”的另一个表现是反复折腾，比如同一条

马路，刚铺好又挖开，路上的隔离栏亦是设了撤、撤了

设，改来改去，有关方面总是振振有词。

由于不了解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只是为了“出形象”，那么一些地方的所谓民生工

程不得民心，就在所难免。办民生实事不能反复折腾，

必须未雨绸缪。最有效的办法有两条：一是给权力套上

笼子，用制度管住拍脑袋决策，对乱决策者坚决问责；

二是办实事前先问计于民。老百姓就在基层，对基层的

事儿心中有本明白账，自然最有发言权。

办民生实事别反复折腾
奚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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