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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钢论剑】

一旦充电标准统一

了， 特斯拉将会是

一辆完全停不下来

的交通神器。

【广深今谈】

将所有的公证权力

固化于一个机构，必

然产生各种弊病。

“开酒不喝车”

李劲

2011

年

5

月

1

日

，

国家颁布条例

，

酒后驾车由行政违法升级为刑事犯

罪

。

那时候

，

酒国英雄还在醉意中浑然

未觉

，

全国性的查酒驾就降临了

。

我在深圳的朋友

，

有四人落入法

网

。

最早的是卫生系统的小李

。

他在外

面应酬

，

喝了一斤白酒三瓶啤酒

，

酒

后

，

晃悠着开车回家

，

在侨香路被抓

。

警察请他下车

，

他说

：“

不用啦

，

谢谢

你

，

我自己还能开

。 ”

第二天早上醒过

来

，

小李焦急地问看守的警察

：“

这是

怎么回事儿

？

我要上班

，

我快迟到啦

！”

十五天后

，

小李回到单位

。

单位领导开

会批评他

，

要他做检讨

。

小李激动地

说

：“

我

、

我

、

我一定保证以后开车不喝

酒开酒不喝车

……”

同事们哄堂大笑

，

领导也笑

。

春风化雨

。

那以后

，

小李戒

了酒

。

其他三个酒驾落网的

，

情节不

同

，

悲摧相似

，

在此按下不表

。

除了不幸被抓的

，

也有侥幸逃脱

的酒驾

。

我本人就侥幸过

。

一次

，

在深

圳八卦路吃饭

，

喝了一杯啤酒

；

饭后

，

我沿八卦路右转红岭路

，

一转过来

，

就

被警察拦住

。

警察要求吹酒精仪

。

我佯

装着

，

对着酒精仪倒吸一口气

。

警察看

了看

，

狐疑地命令

：“

你吹

！”

我鼓起腮

，

又吸一口气

。

警察恼了

：“

我让你吹

，

懂

不懂

？ ”

我也没客气

，

猛吸一口气

，

说

：

“

这就是吹

！ ”

后面塞着车

，

喇叭长鸣

。

警察问

：“

你到底喝没喝酒

？”

我说

：“

实

话告诉你

，

半杯啤酒

，

还是饭前喝的

，

测不出来

。”

警察不耐烦地挥挥手

：“

快

走快走

！ ”

这是

2011

年底的事

。

到了

2013

年

，

我早就不再酒后开

车了

。

傻子都知道

，

查酒驾不是一阵

风

，

是

“

基本国策

”。

2011

年

，

查酒驾的

时间和地点都是有谱的

，

大家互相告

诫

，

躲着走就可以了

。

有的警察抓到酒

驾者

，

也会稍做通融

。

慢慢的

，

酒驾者

少了

，

剩下的都是酒国英雄

，

或熟悉道

路

，

或车技一流

，

或酒胆包天

，

或里面

有

“

人

”，

不好抓

。

抓酒驾也就升了级

，

由原来的游戏版升为严肃版

，

明明是

“

抓醉猫

”，

却大而言之曰

“

猎虎

”，

把孙

子的三十六计和打鬼子的游击战术都

用上了

。

到了

2014

年

，“

猎虎

”

行动次

数不多

，

但是

，

威慑力一刻也没有减

弱

。

99%

的人放弃了酒驾

，

这时候

，

代

驾服务越来越方便

、

快捷

、

便宜了

，

实

在没必要再冒风险

。

2011

年

，

刚开始查酒驾时

，

不少

人抱怨这是吃饱了撑的

，

后来

，

人们渐

渐理解并接受了

。

开始

，

人们东躲西

藏

，

以费厄泼赖的精神应对之

，

如猫和

老鼠的游戏

，

后来

，

渐渐严肃起来

。

中国是一个刚上路的汽车大国

，

新

手如云

，

30%

的交通事故与饮酒有关

，

不严管怎么行

？

新加坡处罚酒驾

，

除拘

留

、

吊证外

，

还有鞭刑

。

美国加州

，

警方

可要求酒驾司机去殡仪馆

，

参观车祸

死者的尸体解剖

，

如果酒驾酿成车祸

致死

，

法院可以二级谋杀起诉

，

最高可

判死刑

。

对酒驾惩处之严

，

举世皆然

。

在汽车稀缺时代

，

警察上路查车

，

以证件

、

年检

、

发动机

、

车架号等为主

：

以查

“

车

”

为本

；

现在

，

情况变化了

，

车

和证件不再是问题

，

于是

，

以查

“

人

”

为

本了

。

喝酒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

，

还不

够

，

还要继续查

：

查安全带

、

查打电话

、

查是否及时更换轮胎

（

旧轮胎爆裂是

酿成重大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

这

样

，

行车会越来越安全

，

将来的交通事

故会不断减少

。

有了

“

安全

”，

还不够

，

还得查

“

文明

”：

礼让行车

、

礼让行人

、

不乱扔东西

、

保持汽车干净整洁等

……

别着急

，

一件件来吧

。

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的

，

一步一

步往前走

，

人在其中

，

与时俱进

。

快了

不行

，

慢了也不行

，

松了不行

，

紧了也

不行

，

不快不慢

，

由松变紧

，

渐入佳境

，

这就是上乘的治道

……

不管怎么样

，

请记住小李说的那句话

：

开酒不喝车

！

（

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

）

权力自肥的公证机构需要彻底变革

今纶

日前

，

广州市民冯先生到广州市

公证处做网购证据保全公证

，

打印了

13

张材料的他竟被收费

2000

元

。

在

询问收费依据半个月无果后

，

冯先生

将此事在网络上进行曝光

，

广州市公

证处在网上承认了违规并道歉

。

围绕公证收费的新闻

，

其实近年

来接连不断

，

基本都是直指高收费和

公证人员的高收入

。

2013

年

1

月

，

深

圳市民马先生准备把妻子过世后留下

的房产过户给女儿

，

结果被告知必须

缴纳

15000

多元公证费用

，

经媒体报

道后

，

引起热议

。

同样是

2013

年

，

浙江

温岭公证处主任被曝年薪超百万

。

公证处是个很有意思的机构

，

一

方面

，

它是事业机构

，

它掌握的权力所

出示的证书具有法律效力

，

另一方面

，

它又有自收自支的方便之处

。

这里面

的漏洞其实很明显

，

在缺乏足够监督

的前提下

，

把权力转化为金钱

，

简直是

不得不走的道路

，

谁也不会傻到自我

监督

。

至于收费标准

，

既然各地有相对

的自主权

，

自然是

“

就高不就低

”，

所以

经常出个

“

天价公证费

”

或者

“

天价打

印费

”

的新闻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

广州市公证处承认违规并道歉

，

这显然是不够的

。

冯先生是经正常程

序

，

在公证处的办公空间里被索取高

额收费

，

而且得到了单位开具的发票

，

这已经是单位行为了

。

作为旁观者和

利益相关者

，

其实都想问一个问题

：

广

州市公证处这么干有多长时间了

？

违

规获利多少

？

这些获利都去了哪里

？

“

对经办公证员暂停办证工作

”

也是远

远不够的

，

根据以往经验

，

笔者大胆猜

测

：

他不过是一个替罪羊而已

。

当然

，

不仅仅是广州公证处存在

这样的问题

，

整个公证行业其实需要

一次彻头彻尾的自我革新与改变

。

治本之策自然是公证权力垄断性

的打破

。

在我看来

，

将所有的公证权力

全部固化于一个机构

，

必然产生各种

弊病

，

即使是要加强监督

，

那么监督的

成本也会很高

，

这对于纳税人来说其

实是一个不划算的买卖

。

那么

，

如何在

优质的服务和有限的投入之间取得平

衡

？

唯有打破垄断

。

公证这件事有一定

的法律专业性

，

完全可以公开招标

，

让

律师事务所介入

。

公证的过程中涉及

一些数据

，

也可以在采取安全措施的

前提下

，

让获得授权的律师查阅

，

这些

在国外早有现成的例子和经验

，

并不

存在技术障碍

。

在英国

，

法律规定的公证收费标

准相对较低

，

公证人难以此为谋生的

职业

，

更不用说获取高薪了

，

因此

，

通

常是由社会信誉良好的律师兼职担任

公证人

，

或由品德良好

、

德高望重但毫

无法律背景的公民担任

，

还可以由法

律规定某些官员

,

如治安法官

、

领事

、

军官和各级法院的官员执行公证人职

务

。

当然

，

英国的法律体系和中国不

同

，

不能完全照搬

，

但是其中一些技术

细节与经验确实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

打破垄断的改革必然改变目前公

证处一家独大的霸王气概

。

只是相关

部门到底有多大的决心要推动这样的

改革呢

？

笔者不太乐观

。

事情的发展很

可能是热闹一阵子

，

公证处表示道歉

，

然后过一段时间

，

公证处旧病复发

，

又

开始

“

宰客

”。

因为土壤不变

，

病毒自然

猖獗

。

治标的办法就是重新设计收费标

准

，

比如可以明确规定所有公证事务

只能按照固定金额收费

，

例如某项目

每次

500

元

，

取消所有按比例收费的

项目

。

在此前的新闻中

，

屡屡出现因为

房屋价值上涨

，

导致公证费动辄上万

的情况

，

经常引发投诉

。

实事求是地

说

，

公证的成本肯定没有这么高

，

公证

机构有借机敛财的嫌疑

。

公证机构给

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

有渠道和权力的

便利

，

如果利润过高

，

恐怕不合时宜

。

广州公证处的网站首页高悬

“

诚信

、

依

法

、

客观

、

公正

”

八个大字

，

这八个字要

落到实处

，

首先就要把收费标准降下

来

。

当然

，

鉴于目前的客观现实

，

公证

机构的运作需要一定经费

，

公证费用

可以在成本价之上略有利润

，

比如

5%

~10%,

但是这个成本和最终的收费都

需要公示

。

这个办法虽然不能治本

，

但

应该能遏制高收费的现象

。

（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

【言无不劲】

社会的进步就是这

样的，一步一步往前

走，人在其中，与时

俱进。

特斯拉能否冲出“十面埋伏”

叶大钢

这一年

，

最火的莫过于特斯拉

（

Tesla

）

汽车了

，

有些产品的出现注定

要引发历史性的变革

。

汽车改变了人

们的出行方式

，

而电动汽车有可能改

变整个汽车产业

，

特斯拉便是这次改

革的推动者

。

特斯拉汽车由美国人马丁

·

艾伯

哈德

2003

年成立公司开始研发的

，

2008

年第一款汽车正式下线

，

两年后

便在纳斯达克上市

，

2013

年市值达到

120

亿美元

，

2014

年更是势不可挡

。

这

样惊人的成绩让世人再一次对美国人

刮目相看

，

之前当仁不让的是苹果

。

实

际上电动汽车早已问世

，

而且在中国

比亚迪公司的

e6

纯电动车早就量产

并投入到市场了

，

德系汽车厂商的油

电混合动力技术也是相当成熟

，

包括

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也卖得不

错

，

而为什么只有特斯拉掀起了电动

汽车的高潮

？

令人尤感惊奇的是

，

特

斯拉是一家完全没有汽车制造血统

的科技公司

，

创始人仅仅是个汽车爱

好者

。

面对特斯拉汽车的迅猛发展

，

想

必各大汽车制造商早已坐如针毡

，

虽

然特斯拉现在的势头不错

，

传统汽车

制造商也深知自己的优势所在

。

奥迪

、

宝马等多家汽车制造商的纯电动汽车

项目已提上日程

，

连中国的比亚迪都

敢说颠覆特斯拉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

那么传统汽车制造商做纯电动车到底

有哪些优势呢

？

在我看来

，

传统汽车制造商做纯

电动车的优势有三点

：

第一

，

技术优

势

。

特斯拉是一家没有技术沉淀的汽

车制造公司

，

到目前为止专利总数不

到

150

个

，

而传统汽车制造商的专利

应该都是以万级计算的

，

如果做纯电

动汽车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

第二

，

渠道

优势

。

大多传统汽车制造商在全球都

分布有自己的经销商

，

有完整而成熟

的销售推广体系

，

一旦有新产品

，

线下

扩张非常容易

。

第三

，

售后网络

。

对于

汽车这个高频维护消费品来讲

，

售后

是至关重要的

，

只有坚实的售后服务

才能保证汽车使用的安全和便捷

。

传统汽车制造商所具备的也正是

特斯拉所担忧的

，

特斯拉与苹果不一

样

，

一开始就很注重中国市场

。

他们清

楚地知道

，

如果中国市场搞定了

，

全球

市场就能迎刃而解

。

特斯拉似乎已经

嗅到了自己身处

“

十面埋伏

”，

6

月中

旬宣布开放特斯拉的所有技术专利

，

宣称不会针对任何使用该公司专利的

人发起诉讼

，

意味着其他汽车公司可

以没有障碍地使用特斯拉的技术制造

电动汽车

。

而这一招看似傻但实际却

很聪明的做法

，

与谷歌的

Android

安

卓手机系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

开放

的目的是让大家都使用

，

当使用的人

多了便有了主动权

。

虽然特斯拉目前

在续航里程和加速方面有着一定的优

势

，

而这些对于有百年历史的汽车制

造商并不是不可超越的技术

。

聪明往

往体现在预见性和逆向思维上

，

特斯

拉便是这样做的

。

一旦使用特斯拉技

术专利的公司多了

，

特斯拉自然会成

为电动汽车的行业标准

，

那么冲出传

统汽车制造商

“

包围

”

的可能性就大大

增加

。

充电桩一度成为特斯拉在中国

发展的最大难题

，

虽然深圳是中国使

用电动汽车最多

，

充电配比最高的城

市

，

但是特斯拉却没有把深圳当作开

拓中国市场的第一站

。

充电桩的配置

、

接口等在全球都各不相同

，

基本都无

法满足特斯拉的充电需求

，

所以特斯

拉渴求与宝马

、

奥迪等车商共建电动

汽车充电标准

，

一旦充电标准统一了

，

特斯拉将会是一辆完全停不下来的交

通神器

。

特斯拉采用的核心城市加网络预

订模式基本不亚于传统的汽车经销商

模式的销售能力

，

而在售后服务方面

也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迎刃而解

，

电动汽车的维修要比燃油汽车简单得

多

，

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和前景

，

传统的

汽修厂将会争先恐后做特斯拉汽车的

特约售后服务商

。

开放技术专利只是第一招

，

面对

这场可预知的

“

战争

”，

特斯拉能否冲

出重围

，

让我们拭目以待

。

（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

）

京津冀一体化光靠市场没戏

余胜良

京津冀之间差异巨大

，

必须得政

府实施

“

京津冀一体化

”

才能平衡起

来

。

此前三地发展已经证明

，

光有市

场

，“

京津冀一体化

”

就只是一个理想

。

就在政府规划之外

，

市场在产业

转移上一直没有缺席

。

河北很多地方

政府想吸引北京企业落地

，

但根据专

家们的观点

，

北京已经没有多少工业

企业

，

北京产业的现状是服务业占优

势地位

，

这些产业北京自然不会放

，

河

北也不一定有能力承接

。

北京的工业去了哪里

？

去了地租

更便宜的地方

。

比如最近北京汽车集

团就将新生产线放在河北黄骅

，

唐山

市玉田县工业土地价格每亩不超过

10

万元

，

而北京市偏远地区也超过

100

万元

，

用地企业自然会算这笔账

。

在北京工业产业转移中

，

最著名

的当属首钢

，

当年有人大代表提出

“

保

首钢

，

还是首都

”

的诘问

，

首钢钢铁主

业转移到河北

，

自然是政府行政力的

结果

，

但是首钢转移是早晚的问题

，

这

不仅是因为首都环境承载力有限

，

更

是因为首都土地价格越来越高

，

而钢

铁业产值有限

，

地位没落了

。

理论上讲

，

看不见的手将配置各

种资源

，

缩小各地经济差距

，

比如现在

很多沿海工业转向内地发展

，

许多企

业家到内地投资

，

富士康到内地建厂

就是案例之一

。

但从现象上看

，

河北和北京的差

距越来越大

，

这和两个地方的资源禀

赋有关

。

北京拢聚了全国最好的资源

，

这和我国政治资源高度集中

、

权力集

中有关

，

河北虽然包裹北京

，

却不过是

一个普通省份

。

这种近距离有时还变得很负面

，

河北精英人才

、

资本很容易被北京所

吸引

。

所以有

“

灯下黑

”

之说

。

资源嗅着金钱的味道集中

，

并跟

着金钱而转移

。

赚钱能力更强的产业

，

是不愿意离开北京的

。

有人总抱怨北京交通拥挤造成出

行成本高

，

但是人们并未因拥堵离去

，

这背后的原因是

，

如果在外地

，

想办成

某件事儿需要几天

，

仅来回北京就需

要两天

，

这些地方不具备北京所具备

的资源

。

从北京到河北去

，

钢筋水泥变成

了乡村

、

田野

、

水塘

。

河北靠着这些廉

价土地

，

发展出中国最大的钢铁产能

。

在唐山

，

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建了一座

座炼钢厂

，

靠着这些炼钢厂又建起一

座座加工厂

。

河北更适合工业发展

。

正因如此

，

一些企业将生产放在

河北

，

研发和办公放在北京

，

这也是自

然而然的结果

，

比如注册地在河北唐

山玉田的同方国芯

。

北京有科研

、

人

才

、

教育优势

，

河北无法比拟

，

而河北

的劳动力和地租优势

，

也是北京所不

具备的

。

市场一方面让工业企业转向河

北

，

另一方面又让全国资源向北京拢

聚

，

包括河北的资源

。

但这种自然而然

的配置

，

让北京越来越堵

，

京津冀差距

越来越大

。

如今

，

是北京要依靠河北和

天津

，

甩掉一些脂肪的时候了

。

作为市场经济的信徒

，

笔者很不

愿意让政府的手伸出来

，

哪怕一点点

。

但是在京津冀一体化中

，

看得见的手如

果不伸出来

，

一体化就只能是一个梦

。

看得见的手正在起作用

，

比如在

北京汽车产业转移中

，

政府政策就起

了很大作用

，

北汽在北京市找不到地

。

这背后就是政府调控

。

如今

，

很多地方

还将汽车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

，

北京市已经开始让汽车产业转移出去

了

。

北京如今正在摸查企业

，

和河北省

联合

，

欲将部分产业转移出去

。

但往根子里一想

，

现在政府希望

转移的

，

不过是根据市场调节迟早要

转出去的

，

政府不过拾了市场的牙慧

而已

。

光靠这些还不够

，

治疗中国的大

城市病

，

需要解决资源过于集中的问

题

，

还要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权力

过大的问题

———

让权力去解决权力过

大的问题可真有点难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念念有余】

治疗中国的大城市

病，需要解决政府在

资源配置中权力过

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