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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本报资深评论员
刘雪松

其实方便快捷、物美价廉的公

共交通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去长城挨宰，时有耳闻，可是你

什么时候听说过去故宫、去颐

和园要挨宰的。

本报评论员
高路

阿里巴巴以中国新经济代表

形象所展示的创新实力、人本

情怀，又与整个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的诉求、实现全面迈入小

康社会的民众获得感目标，与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承担的国际担当、责任、情

怀，同样是吻合的。

确保本地居民的基本住房需

求，遏制房价上涨过快，是地方

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地方政

府制定楼市政策的底线原则。

又是北京一日游，又是八达岭长城，黑车

黑导游的问题成了北京一道难以愈合的伤

口，每隔一段时间流血一次。今年 2 月份，一

位导游对着游客破口大骂，是不是想死？9

月 17 日，去北京旅游的常芳（化名）一家四口

去八达岭长城，结果误上黑车，被威胁半道加

钱，同车的一人还被打了耳光。

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却屡屡在黑车黑导

游这样的事情上中招，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

光彩的事。这里面固然有游客本身的问题，

从八达岭长城到北京市区，来回一百多公里，

75 元钱的一日游，只怕连路费都不够，还要

游那么多景点，不宰客不强制购物，靠什么生

存？这车就不该上。监管不力一定程度上也

助长了这一行为，一个市场总会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黑车黑导游这样的没有任何商

量余地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事至今屡禁不

绝，就是监管部门的责任了。

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为什么黑车

黑导游的问题几乎都集中爆发在八达岭、明

十三陵这一条线上，跟公交系统的不够发达

有关。北京也有不少旅游集散中心，有正规

的旅行社，只是这样的价格跟黑导游的报价

一比，其吸引力大打折扣。

其实方便快捷、物美价廉的公共交通就

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去长城挨宰，时有耳闻，

可是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去故宫、去颐和园要

挨宰的，道理很简单，不管你身处北京城的哪

个地方，去故宫都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黑导

游既掀不起风也吹不起浪。可是去长城就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到八达岭长城的公交线路

不是没有，但稀少的线路相比于巨大的客流

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站点不好找、线路标

记也不够清楚、宣传力度也不大，一个初来乍

到的外地人要在北京这么大一座城市里找到

那几条线路，如同大海捞针。而另一方面，我

们看到，价格低到离谱的一日游广告可以很

方便地在宾馆、网络、公共场所找到。并不是

每个人都是冲着便宜去的，很多的是冲方便

去的，一个电话旅游车开到宾馆门口，虽过程

凶险，但至少人家还给送回来，这个时候，

公共服务又在哪里呢？公交车可以很方便

地开到门口，来去方便自由，何必去触黑车

这个霉头？我们不可能要求去偏远的长城

跟去身处市中心的故宫一样方便，但尽可能

方便地满足游客的交通需求是能做得到

的。到八达岭和明十三陵的游客众多，对北

京城市价值的意义重大，它更应该被纳入到

公共交通系统考虑，而不是景区旅游的盘子

里考虑。

在涉及旅游的公共交通上，近年来还有

一个极端：一些城市故意不开设直达景区的

公交线路，或者擦肩而过，或者另立散客中

心，无非是想拉长产业链，在最后一公里又赚

一笔钱。电瓶车摆渡一下，几分钟的路程，却

可以收走二三十元钱，这样的钱太好赚了，又

怎么舍得轻易放弃？旅游的问题说到底还是

个厘清利益的问题。利益过多，就容易失控，

私心太重，有些解决方案就会变形，不能直截

了当。

八达岭为啥成了黑车重灾区

继南京、苏州、合肥等城市之后，昨日杭

州也出台了住房限购政策。限购政策明确，

在市区限购范围内暂停向拥有 1 套及以上住

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住房，包括新

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杭州版楼市调控政策简单明了，既没有

限贷等复杂操作，也没有社保缴费等门槛要

求，无须借助图文解读。这一限购措施却传

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表明当地政府的鲜明

态度：住房首先要保障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

然后才谈得上投资增值等市场功能。

本地居民，是对本地住房拥有基本需求

的核心人群。用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来说，

就是刚需。如果本地居民买不起房，就会对

这个城市失去归属感，自然也就谈不上分享

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全力保障这部

分人群的需求，是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底线，也

是政府调控楼市的指导原则。

近期一些地方房价过快上涨后，陆续出

台了各种调控措施，道理就在这里。相信没有

一个地方政府敢说，房价高涨是一种正常市场

现象。这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

例如，针对外来投资客推高房价的现象，

加拿大卑诗省议会于今年 7 月推出一项法

案，规定外国购房者在大温哥华地区买房，将

多征收高达15%的财产转让税。加拿大地方

政府出台这一法令，正是为了保障本地居民

的利益。当地房价被炒高，令当地居民苦不

堪言，政府对此显然不能坐视不管。

今年以来，杭州楼市开始出现价格波

动。这其中，外来购房群体的“贡献”不断攀

升。据杭州市住保房管网发布的专家解读

称，8 月份外来购房比例已经达到了 33.8%。

外来购房者增多，虽说有利于去库存，但短期

内也可能造成房价上涨过快。若不及时采取

针对性措施，可能产生新一轮房价泡沫，对本

地经济发展与居民住房需求造成负面影响。

就此而言，杭州版楼市调控重点落在抑制外

来投资性购房，可谓精准发力。

一项政策出台后，仍需接受市场的检

验。比如有人可能会说，外地人想在杭州多

买几套房，还是可以设法绕过政策门槛。但

这么做势必面临很高的道德风险与经济风

险。比如说一个非杭州户籍人员想通过本地

户籍居民买二套、三套房，今后就可能产生经

济纠纷。法规政策只是告诉你什么不能做

（或什么可以做），而不是说，政策出台后保证

不会出现违规行为，否则就没必要制定罚则

了。

当然，从政策条文可看出，杭州限购措施

仍是比较温和的，并非什么“史上最严厉”楼

市调控政策。一方面，杭州的房价在同类城

市中涨幅尚属可控；另一方面杭州楼市仍有

去库存的必要（尤其是非热点城区板块），不

能“一刀切”进行限购。所以，这次的限购政

策在释放出明确调控信号的同时，也为今后

是否升级调控措施留出了空间。但无论如

何，确保本地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遏制房价

上涨过快，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地方

政府制定楼市政策的底线原则。

杭州版限购，来得正是时候

新华社报道，美国时间16日，纽交所收盘，

阿里巴巴以每股104.64美元的收盘价、市值约

合2664.13亿美元，位居亚洲所有上市公司市值

首位。

从 1999 年的无声落地，到北京时间 2014

年 9 月 19 日，阿里巴巴创下有史以来美国

IPO 纪录，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

联网企业，这一步，阿里巴巴只用了 15 年时

间。再到位居亚洲所有上市公司市值首位，

阿里巴巴更是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这个飞

跃的姿势，其实就是中国新经济诞生与发展

的整体缩影。它表明，中国已经从传统经济

的模式中大踏步向前，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创

新发展的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数据显示，阿里巴巴此次登顶亚洲市值

之最，是在本月初腾讯市值称冠亚洲之后的

又一次攀升。过去那种由传统行业巨头轮流

坐庄的态势，已经被新经济所完全打破，中国

的互联网公司呈现出凭借创新发力的新一轮

冲刺，它推动着整个中国经济整体迈向一个

新的高度，也为世界经济的摆脱低迷贡献着

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经济，今天的成功，

其实是中国新经济创新中的情怀使然。阿里巴

巴在以革命性创新发展过程中，推翻了传统经济

模式的霸主地位，但它的电商模式，实际上拉动

的不只是消费，更是实体经济的生态结构。一大

批小微企业首先从中拓展了广阔的市场，许多传

统企业的巨头也搭乘新经济模式的翅膀，找到了

更多的买家。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及生存问题，也

随着互联网销售平台的崛起而解决。

13 亿规模的消费群体，同时也能成为赚

钱做生意的群体，所以阿里努力拓展着农村

淘宝，同时游走在全球经济体的领袖之间，希

望让天下妇女、年轻人，成为全球没有贸易壁

垒下的自由买卖关系；所以阿里在拓展并完

善电子商务的同时，又有着云计算、数字媒体

和娱乐等创新项目的“新三大引擎”。

这是一道必然的风景。阿里巴巴市值成

为亚洲之最，与全球市值最高公司长期由苹

果、谷歌、微软等互联网公司占据的趋势，呈

现出完全趋同的状态。阿里巴巴以中国新经

济代表形象所展示的创新实力，又与整个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的诉求、实现全面迈入小康社会

的民众获得感目标，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所承担的国际担当、责任、情怀，同样是吻

合的。这不是阿里巴巴一个企业的巧合，而是

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集体身影。全

球资本市场看好阿里巴巴，其实看好的是中国

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这份信心，是给阿里巴

巴的，更是给中国的。

腾讯与阿里市值轮番登顶，动力源于创新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