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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化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文艺工作者大有
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１０

月召开的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当前文艺工作指明
了发展方向。

这也是文化界争议话题不断的一年。

名人明星涉嫌吸毒、嫖娼，屡触法律和道德
底线；文学界多个奖项引发质疑和笔仗；原
创影视作品日趋多元化， 但老百姓对作品
质量仍褒贬不一。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人
们相信文化界会在正确的指引下走向健康
地发展，也批评文化界存在的一些“病患”。

在繁荣与乱象、憧憬与警醒中，文化界走过
不平凡的

２０１４

年。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
铜臭气”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
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
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的文艺工
作座谈会，是继

１９４２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党
的领导人为文艺界的又一次重要“指路”。

多地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群众， 在全
国掀起“走基层热”：安徽组织千名文艺家
下基层；陕西文艺界深入皇甫村学习“柳青
精神”……文艺工作者主动“接地气”，为他
们的创作带来更真挚的感情。

此外，今年诞生的《北平无战事》等优秀
文艺作品，用考究的叙事艺术处理宏大的严
肃主题，在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反响。“看腻
了过去‘脸谱化’的‘大片儿’，我们更渴望这
样用心、饱满的作品，看得过瘾！”观众们的
好评如潮可谓对优秀文艺作品最好的褒奖。

“生活有多深入， 作品就有多深刻；我
们对人民的感应多真实， 作品就有多深
刻。”中国曲协主席姜昆由衷感慨。

涉黄涉毒“灰名单”一长串，艺德去哪
儿了？

艺德去哪儿了？ 这是
２０１４

年人们不断
追问的一个文化热题。

２０１４

年以来， 由知名演艺人士组成的
一张涉黄涉毒“灰名单”令人触目惊心。编
剧宁财神，导演王全安、张元，歌手李代沫，

演员黄海波、张默、房祖名、张耀扬、柯震
东、高虎等纷纷在列。他们不仅毁了个人清
誉，也让整个演艺界蒙羞。

“演戏先学做人”———首位“白毛女”饰
演者林白、著名导演吴天明、配音演员李梓、

日本演员高仓健等中外艺术家辞世，让人痛惜，也引起中国观众对文艺
工作者职业素养的热烈讨论。

人们呼唤艺人加强自律的同时，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先后采取措施对劣迹艺人采取限制措施，整肃失范艺人重寻艺德。

《时间都去哪儿了》《小苹果》原创大热，中国电影票房冲刺
２９０

亿元大关
从央视“开门办春晚”中脱颖而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到多个热

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涌现出的大量原创作品，再到“全民神曲”《小苹
果》，原创无疑是

２０１４

年文艺舞台上最热关键词。乐评界分析，新一波的
原创音乐热方兴未艾，不过同期仍有“克隆”作品搅乱市场，亟待规范。

今年也是我国原创影视作品硕果累累的一年， 年初中国电影人
在柏林电影节斩获颇丰，《白日焰火》获最佳电影金熊奖、廖凡夺得最
佳男演员银熊奖。

２０１４

年全年上映的电影更加类型化、多元化，年末
中国电影票房冲刺

２９０

亿元大关。

在影视剧创作上，尽管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一度挤压了国产剧
的收视热情，但全年依然有《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严肃题材作品
实现了高收视率和观众口碑的“双赢”，也提振了同行的自信。

“跑奖”、抄袭频发，文坛公信力在哪儿？

相比之下，文学领域的原创之争，则演变为愈演愈烈的评奖和版
权争议。各类文学奖一路走来，“口诛笔伐”不断。鲁迅文学奖深陷“跑
奖门”；老舍文学奖不发奖金；路遥家人反对路遥文学奖……这些以
名家命名的奖项自身也面临“生存”之困，名人之后们也纷纷担忧，在
市场化浪潮下如何进一步确保评奖的公正透明。

而本年度“文艺版权第一案”当属琼瑶诉于正涉嫌抄袭《梅花烙》

一案。法律界人士认为，版权争议已是中国文艺创作之“宿疾”，文艺
创作也要必须依法行事。

出国镀金“没门儿”！文艺界也有“八项规定”

“金色大厅”一掷千金，“组团”包场砸重金，观众全是演员“扮”……

在不少网民看来，昔日一些文艺团体的“走出去”，像是游山玩水，是在
“烧钱”走过场！

文艺界在
２０１４

年也有了自己的“八项规定”：坚决制止国内艺术
团组赴国外“镀金”。按照新规，今后院团在规划海外巡演时，将更加
讲求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切实提高文化走出去的含金量。

各项大型活动纷纷节俭办会。 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 公安部春
晚、文化部春晚均停办，央视及各省级卫视用不再大场面、大明星、大
制作奢华攀比办晚会，代之以追求草根、亲民、创意的联欢气氛。

中国要取得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的国际文化地位，文化走
出去依然任重道远。将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真正对“文化浪费”说不。

放手网吧、支持小微，文化“红利”助推文化市场
２０１４

年，在权力的“收”与“放”中，文化领域的宏观调控释放出更
多市场红利。

对
１２

年的“网吧审批”大胆变革———

１１

月，文化部等
４

部门联合发
文调整网吧行业管理政策，全面放开网吧单体店的审批，降低准入门
槛。这不仅有助于扩大市场总量，而且有助于减少那些躲藏在灰色地
带的“黑网吧”。

８

月，文化部等还联合出台了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一揽子政策，

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鼓励参与政府采购、打破职称评定体制壁垒等
方面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文化新政突出“放中有控”。自
２０１５

年起实行“一剧两星”政策，即
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上星频道播出， 这也意味着实行

１０

年的“

４＋Ｘ

”政策将退出电视剧舞台。此举将对电视剧的运作、演员成
本、卫视排名等带来显著变化，电视剧行业将重新洗牌……

（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１５

日电）

2014，反腐不得不说的那些人和事

２０１４

年，中央坚持不懈改进作风、坚定
不移惩治腐败，一大批贪腐分子落马，一些
反腐体制机制“短板”加快补上，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这一年，反腐有
哪些过目难忘的新词？又有哪些不得不提的
人和事？

这一年，过目难忘的反腐词汇
———“一家两制”

家庭成员中一方在行政部门、党政机关
工作，另一方则经商办企业，背后是疯狂掠
夺财富、违纪手段隐蔽、违纪成本低廉、违纪
行为抱团的“家族式腐败”。

２０１４

年中央第一
轮巡视发现，

１４

个省区市和部门单位中有
７

个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

个别地方问题突出。第二轮巡视反馈同样指
出了干部亲属利用职权经商牟利的问题。

“‘一家两制’发现难、牵涉广、危害大。”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徐行表示， 要完善严禁党政机关干部经商、

办企业，兼任经济实体职务，干部子女在其
分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相关规定，对“家族
式”腐败露头就打。

———能人腐败
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江苏省反馈巡视情

况指出，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能人腐败问
题突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能人
腐败”是一种新提法，一些有能力有作为的官
员，在其掌握重要权力之后，边做事边腐败，

甚至因为“政绩卓越”边腐败边提升。

专家建议，防治“能人腐败”必须综合施
策，改进干部考察工作，防止简单地以业绩看
人用人； 还要从严管理干部， 对所谓的“能
人”，能力越强成绩越大越要加强对其的组织
教育和组织监督，使其不想、不敢、不能腐败。

———通奸
公开资料显示，自今年

６

月
５

日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的违纪情
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以来，至少有

３１

名落马官员因“通奸”被中央纪委通报，包括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云南省原副省长沈
培平等多名省部级官员。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吴晓林说，守不住道
德底线的官员，往往守不住清廉底线。十八
大以来，作风建设成为党建重点，除了“通
奸”之外，打“干亲”、干部“走读”、大吃大喝
等在法律上并非明令禁止的行为，成为各地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打击重点”。

这一年，反腐不得不提的人
———周永康
１２

月
５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周
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
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最高人民检
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周永康涉嫌犯罪立
案侦查并予以逮捕。

决定公布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广大
干部群众表示，这一决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坚定意志，深得党心
民心。

腐败无特区，反腐无禁区。十八大以来，

包括周永康、徐才厚等在内的超过
５０

名省部
级以上的“大老虎”落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坚定的反腐决心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

———马超群
１．２

亿元现金、

３７

公斤黄金、

６８

套房产，这
是科级干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
总经理马超群的“腐败清单”。

今年以来，一些官职不高的“苍蝇”却成
为各类贪腐大案的“主角”，动辄上千万、上
亿元的涉案金额让社会为之震动。广州国营
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被控
涉嫌贪污

２．８４

亿元、受贿近
１

亿元。

专家表示，打击基层腐败，是我国反腐
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找到基层权力暗箱操
作、缺乏监管的症结，加强权力运行的公开
和透明，是惩治小官巨贪的必由之路。

这一年，打击腐败有哪些新动向
———海外追赃追逃
２０１４

年以来，借助亚太经合组织和二十
国集团等平台密织国际反腐网络，中国不仅
在国内反腐，还在国际反腐合作中努力发挥
引领与顶层设计作用。 截至

１２

月
４

日，“猎狐
２０１４

”行动已从
６０

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
济犯罪人员

４２８

名。

汪玉凯等专家表示，海外追赃追逃行动已
经对贪官起到了威慑作用，击破他们的侥幸心
理。通过建立反腐合作网络和信息共享，跨国
追捕的效率会大大提升，跨境追赃追逃将更加
便利。

———强化“两个责任”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
和纪委监督责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有效机制。为落实中央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今年以来，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纪委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增
设
６１

个纪检监察室，全国省级纪委纪检监察
室总数达到

２３１

个。

专家表示，在反腐中首次明确了党委和
纪委的责任是一大进步，未来还需进一步细
化清单，将各自责任、如何监督等责任细化，

可具操作性。

———清理“裸官”

“裸官”被称为贪官预备队，这一现象被
诟病多年。

２０１４

年，“裸官” 现象成为被重点
整治和清理的对象。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
展了清理“裸官”行动，动作最大的广东，在
清理工作中发现“裸官”

２１９０

名，

８６６

名拒绝
接回家人的“裸官”被调岗。《广东省预防腐
败条例（草案）》明确提出，“裸官”不得在重
要岗位、敏感岗位任职，且不能列为领导干
部考察对象。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肖
滨说，今年以来，巡视、督查、整改对久治不
愈的“裸官”、干部兼职顽症下了猛药，力度
大、效果明显，既避免更严重腐败的发生，保
护了国家财富，又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

（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１５

日电）

□年终报道

无锡“房耗子”3年“调包”23套公房

———透视城市公房管理重重漏洞

伪造租赁合同和工龄，在
３

年时间里“调包”

２３

套公有住房获利。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梁溪房管
所房管员张永良，利用管理漏洞买卖公房，成为监
守自盗的“房耗子”。

日前，记者从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了解到，早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张永良就被无锡市滨湖区人
民法院以贪污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２０

年，剥夺政治权利
５

年，没收个人财产
１０

万元，并
处罚金

１０

万元。 涉案的三名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刑
事处罚。然而，无锡市滨湖区法院迄今未公布此案
审理结果和案情。

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审
理结果迟迟未予公布，是由于此案“影响较坏，波
及面广，手段较为恶劣”。熟悉此案的律师则纷纷
质疑， 一个普通房管员能够倒卖价值上千万元的
房产，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记者调查发现，全国多地公房管理漏洞重重，

一些公房的家底、出租和销售都是“糊涂账”。

小职员伪造证件连环骗取公房获利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蠡园
开发区派出所接到报案： 市民过某在向张永良支
付人民币

１４

万元购房款后，张永良竟然失联了。

公安机关将张永良逮捕并进行初步审查，后
将此案移交滨湖区检察院。 滨湖区检察院反贪局
侦查人员发现， 这个连股级干部都不算的普通职
工张永良，竟然贪污

１４

套房改房、诈骗
９

套房改房。

公房是指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兴建的
住宅，房改房就是已购公房。按照相关程序，公房
租赁和买卖必须进行严格审批。 张永良常年流连
赌坊，工资、奖金及房产全部赔了进去，甚至妻儿
也愤然弃他而离去。于是，张永良打起了手中管理
的公房的主意。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张永良找到好友杨某，说自己想
买一套便宜的房改房，可是没有合适的职工身份，

想让杨某代买。事实上，当时，张永良下手的那套
公房依然有人租住，且租期未满，不能马上变卖。

但办来房产证和土地证后便可向银行抵押贷款再
变现。杨某见能获得好处，就答应了张永良。

随后，利用自己是内部管理人员的便利，张永
良将杨某各种证件和伪造的材料送到房管局，再
让原产权单位放弃产权，最后将房屋过户。接着，

他又拿着房产证到银行抵押贷款。

由于房管所、 房屋产权所属单位及市房管局
等都未核实包含承租人信息的“房产底册”，张永
良一路过关。在承租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张永良
利用杨某身份和伪造证件花

２．５

万元低价买来的
房改房，被转手到银行抵押了

３０

万元。

此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变现”了
１３

套公房，

随后又采用同样手段，骗取了其他房管所管理的
９

套房改房。

记者调查了解到，张永良变现的这些住房只有
两三套地处郊区，大多数位于无锡重点开发的较好
地段，按市场价计算，保守估计价值千万元以上。

家底无人知晓，租赁收益不清
按照公房管理相关规定，购买公房的人必须是

原承租人，且必须符合购买政策。购买公房最少经
过三到五个程序，每道程序都应该核对承租人底册
清单。面对如此严格的程序，张永良怎么可能得手？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胡志刚认为， 因为
公房改革后期的诸多工作没有到位， 公房日渐成
为城市房产管理“被遗忘的角落”，漏洞多多。

———制度执行不严，多道审核关形同虚设。据
办案人员孙兵介绍， 房屋产权监理评估窗口接到
张永良递交的伪造材料后，看到是老业务员，就没
有核对承租人底单，仅审核了房屋计价；在房子产
权所属的某建筑公司， 公司经办人员基于对张永
良的信任，也没有核对承租人底单，就在材料上按

下了图章；市房管局审批是最后一道坎。然而，工
作人员也只是看看评估表、产权单位的确认盖章，

以及申请人的买房资格， 依然没有核实承租人与
购房人是否一致的备案登记。

“区房屋产权监理所、原产权单位及市房管局
都应对原承租人底册清单进行审核， 但都没有严
格执行。”胡志刚说。

———房屋原产权单位对“家底”含糊不清。张永
良在梁溪房管所的内勤底册上看到，某建筑公司有
几处房改房是由西园里房管所管理的。但他钻了个
空子，对建筑公司谎称这几套房子是他所在的梁溪
房管所管理的，伪造了购房材料。建筑公司很快告
知其同意售卖，于是

４

套公房得以“变现”。

孙兵说， 张永良正是利用一些产权单位连自
己的房改房究竟属于哪个房管所管理都搞不清
楚，使诈骗得逞。

无锡市滨湖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相关管
理人员透露， 企业拥有产权的公房管理权在房管
所，部分公房产权所属企业并不了解公房的情况，

这为“内鬼”从中下手提供了便利。胡志刚说，公房
年代久远，不少单位更换了多位负责人，公产有多
少就是一笔糊涂账。

———租赁收益不清，内外监督缺失。张永良案
发后，

２０１３

年，无锡市审计局先后对其他辖区的直
管公房的资产、 租赁管理和拆迁灭失等情况开展
专项审计调查， 发现当地在直管公房管理和使用
等方面存在明显漏洞。

北京、浙江及南京等多地检察机关在案件调查
中都发现，公房租售一直是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难
点。在出租方面的“高价低租、人情出租、账外有账”

时有发生。据南京鼓楼区纪检部门透露，

２０１３

年，南
京查处一起因公房租赁腐败案， 公开招租年租金
３１０

万的公房，被“房耗子”以
１９０

万元的价格出租。

此外，在买卖方面“骗购”情况也时有发生。由于房
管所长“一支笔”权力过大、内外监督机制缺失，设
立“小金库”甚至个人寻租腐败无法禁绝。

“公房”家底亟待摸清
完善法规提高监管分配水平
记者调查了解到，江苏无锡“房耗子”并非个

案。湖北十堰曾发生过一套公房卖二主案件；浙江
杭州也曾发生多名工作人员钻公房管理漏洞骗取

拆迁补偿款案， 还有房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

有地方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公
房管理存在主体混乱的问题。 市属公房由市公房
管理中心管理，区级公房由相关经营公司管理，而
有些地方区县公房又由房管处管理。 这些公房均
有各单位自行设定的程序和条件对外招租， 价格
也是各单位自定，管理主体不明，直接导致公房管
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笔“烂账”。

当前，各地的公房不仅数量庞大，且不少直管
公房都地处城市开发的黄金地段， 市值十分可观。

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

２０１２

年， 北京市有直管公房
１０００

多万平方米，占全市房屋总量的
３．５％

；同年，南
京有市直管公房

２５０

万平方米；

２０１３

年，上海有市直
管公房

２４００

万平方米；此次发案的无锡市直管公房
至少尚存万套……但这些数字要么是没有及时更
新，要么都是估算，记者随机咨询了东部多个城市
公房管理部门，相关人员多无法给出详细数据。

“直管公房管理存在政策法规缺乏亟须引起
重视。”不少公房管理人士坦言，上世纪

９０

年代住
房体制改革以来， 在公房管理上的市场化改革并
不彻底， 公房一面要解决保障问题， 又要保值增
值，两者难以兼得。加上《房地产管理法》等大法几
乎没有涉及直管公房的内容， 各地公房管理制度
都是自行制定且时间早、效率低、处罚措施缺乏，

公房管理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

无锡市审计局在审查市区内公房管理状况后指
出，相关部门应全面梳理和清查，摸清公房底数和变
动增减情况，并完善直管公房管理体系和监督机制。

南京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有忠认为， 作为国
有资产，公房要明确管理规定，如有隐瞒不报等情况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将承担法律责任。在这方面，建
议纪检部门以及国资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管力度。

胡志刚认为， 虽然直管公房是计划经济时代
的产物，早期是分配给职工的，但市场化转轨过程
中遗留下种种问题。当前，最关键的是运营管理状
况不透明， 需要从制度上尤其是法律上明确相关
部门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 不能由房屋管理部门
直接确定承租人或购买人， 要保障交易过程透明
化，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权力寻租。

（新华社南京
１２

月
１４

日电）

“网络租车”借助车改步入快车道？

“租车公司可以提供奔驰车接站服务，既有面
子又省人手。”北京利达德汽车租赁公司的卢先生
对记者说，消费者购买租车服务越来越方便，有的
可以按天计费，还有的可以按小时计费。

分析人士认为，“约租车” 迅速兴起可能与汽
车过剩或者国有单位车改有关；同时，从“神州租
车”、“一嗨租车”等公司陆续上市情况看，也表明
资本市场对租车业的前景看好。

租车市场崛起，养车不如租车？

几十块钱就能雇个专职司机？ 在北京中关村
工作的白领小陈对记者表示， 近日她通过手机预
订出租车上下班， 竟然享受了类似专职司机的服
务。“师傅在寒风中等着给我开车门， 再亲切地递
上一瓶矿泉水，然后平稳驾驶送我回家。”

她所说描述的，正是眼下火爆的“约租车”平
台，已成为一些都市白领上下班的新宠。一些消费
者发现，微信朋友圈中原来铺天盖地的“打车券”

分享，有的已变成“专车券”。滴滴打车创始人程维
对记者介绍，当前该公司的专车业务迅速增长，已
在全国有一万多辆车规模。

“约租车” 平台或许是租车业的一个缩影。神
州租车董事局主席陆正耀表示， 中国大量有照无
车“本本族”的出现和公车改革的大趋势，使中国
租车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资本市场反应在先。今年
４

季度前后，神州租
车于

９

月在港交所上市，市值一度超过
３００

亿港元。

来自上海的一嗨租车，也于
１１

月中旬登陆纽交所，

截至周五收盘价未突破发行价
１２

美元， 市值约
５．２６

亿美元。

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应用， 租车进入便利
化时代。不少租车公司建立了

Ｏ２Ｏ

（线上到线下）

租车平台，有的租车公司个人订单中，手机客户端
超过

３０％

，网上预定大约占
５５％

。

在北京金融街工作的祝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现在他每年养车费用至少两三万。除了油钱、

保养和车辆保险等固定费用外，城里停车费高昂，

而北京车辆每周一天的尾号限行加剧了这种不划
算的感觉。 随着城市公交线路增多甚至定制公交
出现，未来养车一辆车的性价比越来越低。

大都市打车难，私车纷纷涌入
在京工作的王女士近日对记者讲述了自己的

一次经历：“一天晚上
１０

点下班后打不到车， 她通
过手机平台反复下单很多次， 最终感动了一位已
经到家的司机。”师傅告诉她，一直听到有人下单，

居然快到
１１

点还没人接单，他一心软就出来了。

如今，“约租车” 业务迅速增加。 但记者了解
到，为了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一些“约租车”平台默
许私家车参与运营，出现了“政策未放开，市场先

行”的情况，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
领指出，根据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定，私家车不允
许通过挂靠租车公司或租车平台进行运营。

就私车与乘客而言，双方都有风险。今年重庆
就曝光过一私家车辆挂靠后被用作抵债的案件。同
时， 作为乘客一旦出现交通事故涉及人身伤亡，车
辆所购保险会被保险公司以非法营运理由拒赔。

北京、沈阳等地不久前发布通知，严禁私家车非
法运营。然而，“一纸公文”成了“一纸空文”，私家车挂
靠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在一次出租行业研讨会
上，涉嫌私车挂靠的企业负责人对此避而不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子商务系的副教授程絮
森认为，私家车借助专车软件拿订单，而平台公司
则通过四方协议，打了法律的“擦边球”，这种状况
亟待有关方面进行规范。

赵占领认为，由于公交、地铁等满足不了出行
需求，而出租车资源配置不合理，于是出现私车挂
靠现象。随着汽车租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对租赁
车辆的指标也可以考虑放开一些。

期待车改资源，进入租车市场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公车改革， 要求取消一般

公务用车，从严配备定向化保障的公务用车。长年
呼吁公车改革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表
示，我国公车浪费问题严重，亟待通过车改减少政
府支出。

数据显示，在公车使用过程中，每公里成本费
用大大超过市场运营车辆， 而使用效率大大低于
市场运营车辆，导致国有资产的浪费。如果开展租
车服务，可以减少这些资源的浪费。

专家建议，今后要完善租车市场环境，鼓励租赁
服务进一步发展。全国乘联会副秘书长崔东树说，我
国租车市场规模有限，无法满足消费需求，也带来了
租车的高成本和高价格。 未来应鼓励更多车辆进入
租赁行业，既解决就业问题，也方便居民出行。

另一方面，影响租车发展的环境也需要改善。

一些出租车辆被恶意骗取、抵押等案件的发生，给
租车企业带来严重的财务损失， 成为行业发展的
一个突出问题。

崔东树建议，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促进租
车企业与银行、公安等部门之间的合作，防范和打
击租车市场违法行为，降低运行成本，可让百姓出
行更加方便。

（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１４

日电）

□

新华社记者秦华江杨绍功朱国亮

□

新华社记者郭宇靖阳娜

□

新华社记者乌梦达翟永冠

□

新华社记者许晓青聂可姜潇

监守自盗 新华社发朱慧卿作

清理 新华社发大巢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