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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危机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年末，月入3000的白领人群在同学聚

会中陷入了“聚会焦虑”，大幅度的经济损耗

和同学间社会地位的重

置让他们成了“社交焦

虑人群”。而比这种节

气性“社交焦虑”更为普

遍且广泛的一个事实

是：全球有7%的人患有

“社交焦虑症”。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

化，但越来越多的人在

感受城市生活喧嚣与落

寞的同时，开始对社会

生活产生心理排斥。早

在 2007年，国内某杂志

进行了一次读者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

60.76%的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焦

虑；最近一次，国内某大型门户网站对近700

名网友的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偶尔会

在遇到熟人时遮住自己的脸。

就全球范围来看，“社交焦虑”并非是

难以解决的问题，精神医疗中的“剖析治

疗”和“群体治疗”等手段都可以轻易消除

焦虑。而在中国“社交焦虑”之所以如此让

人担忧，是因为9成的中国患者羞于承认

自己得了“社交焦虑”，更不用说去积极地

接受治疗。

“社交焦虑症患者”活在一场与自己的

“持久战”中，他们面对着“社交”这个“敌

人”，并与自己“畏惧”抑或“不喜欢”的情绪

作战。而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可能就

是我们。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扩大“限购令”重在打击房产泡沫
邢京社

第三轮楼市调控或

已开始。据《经济观察

报》报道，近日，住建部要

求去年末房价上涨过快

的城市出台限购令细则，郑州、太原、武

汉、昆明等城市已发布细则，其他二三线

城市亦都明确表态执行“限购令”。

如今，政府决定用“限购令”，强力干

预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显示新的一年房产

调控将进一步趋严的态势，和决策层防范

房产泡沫蔓延的决心。

因为，一旦房地产泡沫在二三线城市

蔓延开来，其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危害，将远

远甚于一线城市。这些二三线城市所谓的

楼市行情，不大可能出现持续长时间的单

边上涨周期，只能是一波一波的，一旦崩

盘，曾经的海南就是他们最好的范本。

此外，二三线城市没有强大的制造业

做后盾，也没有雄厚的地方财政维持，若

泡沫膨胀到一定阶段，炒房资金抽离，那

留给地方的将很可能是“一地鸡毛”。虽

然一线城市房价泡沫也面临着类似的问

题，但毕竟经济基础相对稳固，“财大气

粗”，以及有很多的后备性市场需求。

今年房产调控将二三线城市也列入

重点，应该说是及时的，而且是必要的。

这也说明，房产调控更重要的目的应是防

范房地产泡沫对宏观经济和实体经济的

伤害。

所以说，要让空前严厉的限购令起

到实际效果，还需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限购令会不会在执行环节被

宽松化执行。限购能够有效压制市场需

求，令调控重点区域成交量下降，但这些

需求是被强迫控制的。在投资渠道未有

明显拓宽、通胀预期强烈之下，只要限购

令稍一放松，或者购房者找到了规避“限

购令”的办法，被压抑的需求会呈现报复

性反弹，进一步刺激房价的上涨。

其次，“限购令”的贯彻需要问责跟

进。2010年有些调控政策没有得到有效

执行，其原因或在于，去年卖地收入暴增

七成，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

入来源。地方政府与地产商存在着难以

说清的利益关系，自然无法真正执行严厉

的调控政策。去年的新“国十条”，以及

“9·27新政”，虽然也都强调问责，但至今

并未看到，有官员因为执行政策不力而被

问责。

另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土地依然

是最大的财源，很多地方仍是“卖地”大于

民生。

房价调控在“限购令”之外，最终也

需要通过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才能

完成。在制造业利润微薄之际，房地产已

成为热钱追逐利润的主要领域，合理引导

这些资金的去向才是关键。在经济结构

调整的背景下，其实非常需要各级政府继

续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一方

面可以解决就业等问题，让民众富起来，

令经济结构更加平衡；另一方面，也使过

剩的民间资金，从楼市的投机“致富”，转

向真正的创造财富。

从现实来看，限购令扩大到二三线城

市后，面临的挑战不可谓不多。而如何克

服土地财政等可能的阻力，还需要从经济

结构调整等根本问题着手。然而，不管如

何，防止房地产泡沫继续蔓延已刻不容缓。

日前，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在发布会

上表示，今年铁路职工倒票，一律解除劳动

合同。

铁路系统上层能够重视从内部解决一票

难求的问题，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作为与铁

路有关的内部职工，其猖獗的倒票行为，便是

合法的黄牛党。然而，如果能从职工内部下

手，稳准狠地打击倒票，相当于为解决买票难

助力不少。剩下来的就是执行问题了。

试想，如果不是“一票难求”，本身价值

就很高，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倒票。从市

场角度观察，有时火车票在我们这里就是

稀缺资源。车票就像房子一样，不能满足

日常生活所需，也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

如果把几个房产商比作铁道内部职工的

话，那么房产商的买地卖地、囤积房子的行

为，便和“内鬼”倒票很相似。

正是一票已经超出了它一般所承载的

价值，才促使黄牛党的猖獗，才让铁道内部

职工想方设法地倒票。这就是说，倒票并

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现象，也是有其市场

动因的经济行为。正如经济学博士马光远

所言，“一票难求”的根源不在总量不足，而

在分配程序的不透明、不公正。只要在车

票资源分配中，实现程序与结果的正义，车

票就不会变成有利可图的工具。

所以说，在保障提高运力、票数总量的

前提下，如何能更有效地分配好资源，使得

民众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选择，而不是在

市场中被迫地选择，这其实是一道资源分

配的题了。让火车票不再是稀缺资源，成

为一种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必然得让

铁道部参与充分的市场竞争，破解“一票难

求”的分配体制的尴尬。如此，解决“一票

难求”的时间表不用三天两头变来变去，也

不怕“内鬼”在车票的问题上兴风作浪了。

“倒票一律解聘”能否终结铁路“内鬼”？时评Sshiping 汪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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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pingR 当代啃和被啃的奇特景观 张 鸣

啃老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普

遍的社会现象。某省拟立法不许啃老，或

者说老人有权拒绝被啃。但能不能遏制扑

面而来的啃老潮？我看不行。中国法律很

早就规定了成年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从来没有允许成年的子女可以啃老，可还

不是满眼的啃老，一个个大学毕业走向社

会的子女，理直气壮地问老人要资助，买房

买车是最普遍的，过分的，甚至长时间不找

工作，连生活费都要老人出，年复一年地让

父母养着。反过来，老人如果真的没钱也

没房，被子女赶出家门的现象，从来都不是

个别的。

说到啃老，我们可以找很多很多的原

因，比如房价太高，年轻人工资太低，我们

的教育不好等等。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现实是，我们这个曾经过度尊老的社会，已

经在悄然之间，变成了过度尊少了。绝大

多数家庭，都十分看重子女，反过来，却较

少有子女看重老人的。

没 办 法 ，我 们 身 边 的 现 实 就 是 如

此，即使儿女成年，对老子伸手，从来都

视为当然。反过来，如果儿女不要，老

子往往还赶着给。——这意味着家庭

教育的失败。

更加吊诡的是，这一代放手纵容啃老

的父母，自己大多是无老可啃的。自己没

老可啃，却让子女啃老，自己自立，却不想

法让子女自立。即使从道理上知道该让孩

子自立，做起来，依然娇纵如故。我想，如

果非要找客观原因的话，可能跟他们的孩

子都是独生子女有关。一根独苗，造成了

这一代父母整体心态失衡——无论如何不

敢有闪失，折了就终身抱憾。一面望子成

龙，一面担惊受怕，结果，就造就了当代啃

和被啃的奇特景观。

日前，国内出现首个由民间自发组

织的解决春节回家问题的民间公益平台

——春节回家互助联盟建立。记者了解

到，1月5日至23日，互助联盟报名人数

已超过 10 万。首批配对成功的车主和

乘客已于 23 日踏上返乡旅途。（1月24

日《北京晨报》）

城市拥堵严重，公民一票难求，拼车

成了春运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通过拼

车，有车者可以排遣旅程寂寞，让同乘者分

摊一些运营成本；而对方呢，免了购票排队

的辛苦，也少了无票之忧，“老乡作伴好还

乡”。更主要的是，有效地缓解了交通压

力，弥补了政府在此项工作上的不足。

但是，按照有关法律，没有运营牌照

的车是禁止投入运营的，车主想收取乘

坐者一点费用，只得遮遮掩掩，躲着藏

着。从自发的拼车，到有序的拼车联盟，

让人看到了此事正待被更多人认可。但

发展仍然处于小打小闹阶段，只限于公

民和企业的民间层面操作，难以形成气

候和规模效应。此时，如果政府网开一

面，对拼车族不再设卡罚款之外，若能给

予相应服务，如由政府出面，建立一个

“中国拼车网”之类的官方网站，发布拼

车信息，供网友查询，可信度会更高；此

外，在每个城市都建立起拼车联盟，不光

在春节，平时也可以接受报名，只要时间

和目的地相近，就可以拼车同行，让拼车

联盟成为一项常设机构。

当然，拼车有风险，出发前，双方须

作充分沟通协商。车主最好与拼车的乘

客签订协议，确定责任承担的比例，万一

出事，可以为执法部门提供参考。此外，

诸如拼车过程中的收费问题、安全问题，

也要合理协商，把“丑话说在前头”。有

了充分沟通，谁负责开车，谁负责后勤，

分工明确，就能避免路上发生争执。

如果有了政府的特别许可和法律支

持，相信拼车会走得更远。

拼车联盟
亟待政府“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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