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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京报从创办那天起，就把责任烙在自己的身上，尽最大努力恪守新闻的基本准则，以人文和法治作
为义不容辞的价值追求。
作为一份诞生于社会转型期的报纸，新京报不仅以跨地域办报的姿态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做出了有益的
探索，还以新锐媒体的视角为这个时代做了尽可能忠实的记录和理性的解释。
新京报丛书，体现着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自信，体现着新京报人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对未来、
对先进文化的憧憬⋯⋯ 耕耘当下，收获未来。
本书为“新京报”系列之一的《新评论·新京报时事评论精选》。
    焦点新闻事件拷问人性道德最深处，触目惊心；一线记者手记解密采访现场原生态，催人泪下。
 就如同这张报纸的命运一样，这本由新京报时事专栏结集的书“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每有重要的新闻发生，新京报总会发出积极理性有见地的时事评论。
作为伴随这张报纸一起成长了三年的著名栏目，囊括了全国最负盛名和最重要的时事评论家以及专家
学者，通过这本书，可以一窥该栏目全貌。
而《新评论·新京报时事评论精选》则是本报特稿的结集成书之一，正如书的封面上所说：“三年来
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中国热点新闻事件尽有评说，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未敢懈怠，部有一种声音与你心
灵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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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锐评  信访是最基本的民意表达  对上访要实行“有理推定”  公共灾难不能让个人埋单  “自行车
免登记”中的大道理  外来人口在统计报表上站起来  权力不能用来恐吓人民  两会需要些“辩论”的风
气  贪官赃物拍卖会的道德忧思  打破官员职位的“超稳定性”  警惕以人民的名义对付人民  国家治理
，媒体不可缺席  诚实永远是政府的上策  建议给审计署“升格”  谁有权评定“中国名牌”  没有暂住
证，社会就乱了吗  中国足协更应该对谁负责  平民政治家如何摆脱悲情走向理性  以沉默应对舆论永远
是下策  关注个体苦难是国家的义务  决策程序讨论时间长是缺点?  “走自己的路”不应是代表委员的
建言取向  改变让代表先走的习惯  公布灾害死亡人数才能区别天灾和人祸  像保护航天员一样保护每个
公民  公布电子眼位置体现“善治”理念  天价滞纳金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质问让两会更具活力  政府行
为应有说服纳税人的理由  毁龙舟背后的家长式“善意”  “第一区政府”与“鸵鸟思维”法治观察  一
个人和一亿人的命运  让负责任的公民有讲理的地方  孙志刚也应当选“法治人物”  法律人的尊荣在于
寂寞  偷吃葡萄的民工能否取保候审  王怀忠是否涉嫌“渎职犯罪”  “实时查屏”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
 优秀律师当法官需注意的问题  让死刑犯带着感激“上路”  生命至上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  我们为
什么淡漠了“身份证意识”?  适度压力是对警察的合理考验  法律的神圣感从何而来  佘祥林“杀妻”
冤案的“标本”意义  无忏悔则无宽恕，无真相则无和解  做一名“不坏”的警察很重要  有些警察的脾
气为什么这么大  官员职务犯罪慎判缓刑  从录像执法到执法录像  执法者应当有“消极的美德”  国家
赔偿能否变“被动”为主动  对待歧视，我们需要再敏感些  “律师在场”成本大收益更大  行政执法不
应将公民置于危险之中  对不开枪的枪匪法律能否减轻处罚  收容制度能辨别好人坏人?评说教育  里根
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体制之痛，农民工孩子无法承担太久  宝马车与大学的精神“相撞”  从残疾女朱慧
锦事件看学校的“道德门槛”  研究生教育，哪些人该由国家埋单?  “陈丹青愤怒”拷问研究生招生体
制  教授收采访费：“说出思想”的劳动价值  博导怎成了非驴非马的资格?  请放“乞讨博士”一马吧  
公民当以社区为己任  我们的大学需要对学生更多宽容  把不人性的制度清除出校园  “亲近穷人”应是
教育的核心伦理  不应让大学生做监督教学的“卧底”  奥克兰大学的贡献：高校招生本地化的谬误  潦
倒异国的母亲送女儿入学  香港的大学招生为何偏爱穷人?草根民生  爱较真的公民是社会的财富  对民
工，我们说的多了做的少了  让社会成为人道的记事本  不能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  别把自杀者排除出医
保范围  北京应有更多平民乐园  独立地悲伤、独立地快乐  把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当做一种权利  别把苦
难“诗意化”  取消农业税影响农民国家意识?  “嗟，来低保”请打住  整顿市容：多少不平假汝而行  
处罚公示和处罚告知完全两码事  关爱，一种衡量的标准  纽约市为何允许占道经营  “黄金周”应接轨
国际公众假期的规律  舆论不应对富人进行道德强制  狠话标语泛滥会让我们的文化粗痞化  权利“落座
”方可秩序井然  “消灭式”城管可休矣  城市形象不能靠打肿脸充胖子  嘲笑农民是“五十步笑百步”
 “打捞费”是个什么费?国际随笔  选民是一切智慧的来源  有感于西哈努克建立网站  日本人质因何成
为“国家罪人”  卡尔扎伊允许塔利班旧部投票的意义  从韩国迁都看“小首都”的魅力  竞猜俄人质死
亡数让人战栗  诺贝尔奖何以让世人敬仰  珍视古老传说母乳般温润的文明  奥斯威辛：世界反思历史的
路标  美国人为何宽容华盛顿“另一面”  消除贫困，音乐使整个世界含泪微笑  大法官不是总统的人  
恐怖主义绝非追求正义  小泉道歉还是请求宽恕?  18岁美国年轻人能当得了市长吗人文环保  谁为遇难
矿工开一个追悼会  再建5个“三峡电站”需慎行  放弃熊胆，一场期待千年的救赎  权利和尊严不论贫
富  城市“反季节”不是现代化标志  生命虽已息关怀不应止  升国旗时，我们的手该放在哪儿  尊重运
动员从“不走后门”开始  相对生命奥运只有工具性价值  泰姬陵的保护给我们上了一课  沉痛悼念一棵
树  宽容郎平是体育精神的最佳诠释  周杰伦歌曲收入爱国主义曲目的启示  追求幸福自由：全世界的梦
想  陪唱小姐生命同样需要尊重  历史精密锻造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  国家级抗战纪念能否更经常化  虐
猫者道歉：网络人道力量的胜利  简单标签化樱花损害历史自信心  火车驶向高原，人心抵达拉萨经济
视点  假如陈久霖不是在新加坡“出事”  独立之思想济世之学问  经济学家最需要的是讲真话  铁路资
源应努力保障普通民众需求  秘书PK洋老板：中西企业文化冲突?  局部垄断造就房市高利润  财政高增
长为何让人忧  “全民低保”观点超前?文娱评论  《汉武大帝》那不是我心中的汉朝  人民需要吴宗宪  
芙蓉现象：登场的权利和围观的自由  历史上最昂贵的形象工程  故宫博物院80周年：紫禁城新身份  巴
金走了，留下了他始终表达着的良心  《馒头》充其量是个人观感的另类表达  坚守良知，人艺就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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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司马迁也非“严肃史学家”  曹操立场，古代视角专题  之一：反对设立“禁讨区”    政府不宜干涉
私人对乞丐的态度    限制乞讨有违良法善治原则    “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    禁乞是一种进攻性
立法    制度要着眼于“最大价值”的保护    生存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  之二：“世遗”门票涨价    高价
门票才能体现世遗的价值?    从故宫门票涨价看国人的历史意识    听证会代表意见为何与民意截然不同 
  历史有阶级性，文化遗迹没有  之三：圆明园防渗膜事件    圆明园听证会不能“一听了之”    国宝级
景区应有国宝级的保护程序    法治是解决圆明园事件的必然方向    圆明园事件的最大价值不在结果  之
四：“要不要敬畏大自然”讨论    “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    无须敬畏大自然是妄言    人类属于大地
，大地不属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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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行车免登记”中的大道理四川省决定不再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以后新买
的自行车不用再上牌照，立即取消自行车牌证收费项目和停止收费。
并继续加强对被盗自行车的治安管理工作。
一辆小小的自行车，在传统的观念和管理体制下，实行的是类似于机动车管理的模式。
老百姓买一辆自行车，要到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注册登记，交纳有关费用，由公安交通部门给自行车颁
发一个牌照（号码），方可合法上路骑行；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没有牌照，就不能上路。
这种管理模式在社会发展变革的今天，确实到了该认真清理的时候了。
买卖和使用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自行车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就像电话机、
电视机、大白菜、西红柿等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购买和使用自行车是老百姓自己的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没有必要进行限制。
机动车之所以要实行许可管理模式，是因为机动车对他们的财产、生命和健康权利有直接的威胁，所
以要有驾驶证、行驶证、牌照等行政许可。
自行车就不然。
骑自行车并不像驾驶机动车一样还需要什么技术、资格等，自行车也不存在直接威胁他人财产、生命
健康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比照机动车实行许可管理模式。
不要一说到管理就是许可，好像离开了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就无法管理似的。
这种唯管理是论、唯许可是论的观念和制度，可以休矣。
多年来的行政许可管理实践，还逐步孳生了一个“怪胎”，即收费。
正是这个“怪胎”的诱惑，才会出现今天这样泛设许可、滥设许可、滥收费现象。
导致像自行车这样的简单、普通的商品，也会进行所谓的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
表面上看，许可是许可，收费是收费，其实，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行政许可，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收
费。
四川省在取消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的同时宣布取消收费的做法，为清理行政许可和行政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那就是彻底切断许可与经济利益的联系。
取消许可，必须取消收费，保留的许可，原则上也应当取消收费，直至完全取消许可收费。
行政许可是行政管理权力的行使，公共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与经济利益挂钩，权力与利益的结合
会导致执法不公、惟利是图和腐败，最终腐蚀权力。
很多地方难以取消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的理由，就是被盗管理问题。
说自行车经过了注册登记，如果被盗，就可以以此注册登记的号码寻找和发还自行车等。
这个理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说得过去，其实不然。
给自行车一个特定的号码或者特征便于寻找和发还，当然正确；但问题在于，这个特定号码或者特征
不是非要注册登记才能够实现的。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能够通过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设定行政
许可的方式来控制。
四川省政府的做法刚好为许可法规定的“其他行政管理方式”作了一个有益的注解。
由销售自行车的商家把自行车购买发票上的号码打印到车身上，这个号码也是特定不会重复的，同样
能够起到便于寻找和发还的作用。
　（文／杨小君）外来人口在统计报表上站起来本报昨日报道，国家统计局要求，从明年1月1日起，
各地区要统一用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
原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的方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许多城市的管理者当然愿意在计算GDP总额的时候，尽可能地包容城市里的各个角落，计算到所有人
，因为这样GDP总额最大。
然而等到计算城市人均GDP的时候，却忽略了外来人口的份儿。
在计算人均GDP的时候，城市的管理者把基数尽可能地缩小，因为这样人均GDP最大。
而户籍制度则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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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在统计人均GDP、儿童入学率、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等等数据的时候，城市可以
只计算户籍人口，即使来自农村和外地、常年居住、工作的人口数量已经占到相当大比例，也是排除
在外。
因为这样计算，可以从GDP总额上来看，让自己的城市更快地进入小康，实现“现代化”。
而且，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人均GDP是一个重要的政绩指标，所以偏好这样计算。
现在统计报表上要计算外来人口，肯定会对原来的做法造成影响。
有的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数量。
把外来人口计算在GDP的基数中，肯定会大幅度地稀释城市的人均CDP，所谓的人均4000美元，也许
就会一夜之间变成人均3000美元。
至于外来人口们，对于城市在计算人均GDP的时候不把他们计算到分母中，是无所谓的，反正他们也
不是靠GDP吃饭，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足够动力去改变城市人均GDP计算方式。
事实上，在城市管理者和普通城市民众眼里，外来人口、尤其是其中数量最大的农民工，似乎是一群
“隐形人”。
等到注意到他们的时候，可能是春节：公共汽车突然空了，建筑工地不热闹了，工厂停工了，早餐没
地方卖了，没有人送水、送报了，服务员人手紧张了⋯⋯这时候，人们才会想到。
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没有农民工，这个城市会怎样?统计部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当然只是统
计技术的一个小小改革而已，但却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至少在统计报表上，外来人口不
再是“隐形人”了。
当然，即使从统计的角度看，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统计城市入学率的时候，应该包括了农民工的孩子。
在统计社会保障覆盖面、人均住房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等等指标的时候，也是要包括外来人口。
在统计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率的时候，还是要算上居住在本社区的外来常住人口。
我们认为，统计报表要真正做到如实反映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和市民生活的水平，不完
全取决于统计技术的改革，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和城市治理制度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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