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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堵”治堵
不是灵丹妙药

《苏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月
"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当地政府可根
据情况调控机动车保有量及种类、可
限制机动车使用频率或合理提高机
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使用成本。

虽然苏州市有关部门表示，限
行限购将按实际交通情况而定，暂
时没有明确日程表，但仍被认为已
释放出信号。此前，贵阳已先期开始
实施限购；成都开始启动尾号限行
措施用以治堵。
广州从去年 #月宣布实施汽车

限购政策后，今年 $月，“限外”新政
又开始征求意见。%! 位听证代表
中，仅有 "位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备
受关注的广州限制外地车进入的听
证会，以较统一的“民意”通过，这意
味着广州也将成为“限外”的城市。
汽车专家钟师坦言，苏州已拥

有汽车 &'!万辆，包括天津、深圳等
国内许多城市汽车保有量迅速从百
万上升到 &((万辆以上，交通拥堵
压力持续增大，实施“限购”，从而对
总量进行控制，可以说是许多地方
政府的“无奈之选”。
“日益严峻的拥堵问题，反映出

的是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与汽车社
会建设脱节的矛盾。”钟师说，十年

来中国汽车产业超常规发展，“十一
五”期间年产销量从 !#(万辆猛增
至 %)((万辆，全国保有量突破 %亿
辆，然而为汽车保有量猛增所配套
的道路、停车等资源严重不足。

在刚刚落幕的上海车展上，德
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魏斯曼就说，
中国每千人乘用车拥有量仅为 '#

辆，德国达到 !&!辆，美国、日本等
国家甚至更高，中国汽车市场未来
还会大规模增长，单靠“限”解决不
了问题，治理城市拥堵应早作应对。

一限了之
难以高枕无忧
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此起彼伏

的“堵城”之困，迫使一些城市率先
做出“艰难选择”。然而，从已经实施
限购政策的北上广来看，近期已经
纷纷遭遇新的“烦恼”。

在实施免费摇号措施的北京，
近几个月来购车摇号指标申请一路
走高，到今年 *月，已达 %*)万多

个。最新一期的北京购车摇号中签
率降至 %：)(+,，再创历史新低。

在实施拍卖车牌措施的上海，
车牌价格也持续“高烧”。
事实上，中国许多城市每年都将

大量的资金注入到公交系统之中，但
是公交系统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却不
能让一些市民满意。
家住北京管庄的余小姐告诉记

者，“公交车对次、支干路和新出现
社区覆盖不够，出行时间难保证，高
峰时把人挤成‘相片’，所以宁愿有
尊严地坐在自己车里堵着。”
记者在北京、天津等多地调研

发现，“堵城”频现是积重难返的“紊
乱综合征”，原因来自多方面，如城
市发展中“重土地开发、轻交通协
调”；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而教育、
医疗、商业、文化、-./等过于集
中，布局不合理，生成大量长距离、
潮汐般交通流和“万箭穿心”堵局；
驻车换乘体系不完善。

交通工程专家杨东援教授说，

推出限行政策的合理性前提，在于
能够提供被优先发展的公交系统作
为出行替代，否则一面不允许有车
族开车，一面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公
交资源，缺乏合理性。“不能只盯着
‘限牌’‘限行’‘限购’，否则边际效
应会递减得更快。”

源头做起
减少交通生成
中国汽车年产销突破 %0((万

辆大关，保有量突破 %亿辆大关，而
拥有百万汽车的城市已经星罗棋布。
“面对堵城效应，应多从‘增量’上

想招法。”汽车行业专家贾新光则认
为，香港、东京、巴黎、纽约、伦敦等大
城市公共交通占出行的比例均在六七
成以上，有的高达九成，而与之相比，
我国城市公交的比例明显过低。
完善的地铁网络、四通八达的

公共交通系统，这是减少私车出行
的先决条件。作为全国公共交通投
入最大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公共交

通出行占比 1(%1年也仅达到 **2。
今年，北京将打造由“轨道交

通!公交快线”构成的 ,((公里以上
公共交通快速通勤网络，建立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交通发展模
式；建成 %((公里城市次支路和微
循环系统……
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杨晓

光认为，必须系统地解决堵城之困，
从城市规划、道路设置、公交服务等
方面全方位改进，提供真正便利快
捷有尊严的公交，让每个人都尽量
减少开车的必须性。
杨晓光说，中国式治堵要有科

学性，要科学规划和配置资源，加大
民意的分量。如在大城市实行“公交
问需”行动，面向全体市民征求意
见，解决部分区域公交车覆盖面严
重不足、部分线路过度拥挤、部分时
段乘车久候等问题。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

继孚建议，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如建
立城市副中心，实现“职住平衡”，从
源头上减少交通生成；建立以交通
为导向的土地开发模式，避免潮汐
交通和早晚高峰的严重拥堵；从粗
放式、单一部门的管理，升级为动态
性、精细化、智能化的多部门协作。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陆文军 刘元旭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一纸“限令”能否解决“堵城之困”
专家：治理“拥堵综合征”是系统工程需全方位改进

! ! ! !据新华社南宁 !月 "日电（记
者 王军伟）尽管中央八项规定的出
台狠刹了公款送礼之风，但是在部
分城市，高档礼品回收依然常见。相
对名烟、名酒、高档保健品等实物回
收，相对隐蔽的购物卡、提货券的回
收更受青睐。

近日记者在广西南宁市金浦路
看到，一个礼品回收店的 34/户外
显示屏不断播放“回收名烟、名酒、购
物卡、冬虫夏草、燕窝”等字样，在夜
晚，闪烁的 34/显示屏十分显眼。

记者走进店内看到，柜台上摆
放着中华烟、冬虫夏草等名贵礼品。
一位男店员介绍：“购物卡、油卡按
照 0(2的价格回收；冬虫夏草要看
成色、大小，一般在市场价格的 !(2

左右；市场上 ,!(元一条的软包中
华烟回收价格是 !((元；!1度的飞

天茅台，不成箱的，%(((元一瓶。”
记者留意到，除了实体礼品回

收店面，不长的南宁市金浦路上还
有三四辆回收礼品的面包车，车身
喷有“回收礼品”的字样和联系方
式，他们多停在繁华路口、商场门口
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记者用固定电话拨打过去，接
电话的是一名男性，当记者表示想
买两箱茅台酒用来送礼时，这名男
子说：“最低价格 %(!(元一瓶。”
一位长期从事高档礼品回收的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现在是礼品
回收的淡季，回收礼品最多的时候
在十一、中秋、元旦、春节这些节日
期间，礼品回收店多集中在医院、教
育区、繁荣商业区等地段。“高档礼
品的回收有着自己的‘循环产业
链’。”这位业内人士说，回收的礼品

大多回流到了商场、酒店、烟酒经销
点，不少回收店的老板自己本身就
是烟酒经销商。

记者暗访发现，相对名烟、名
酒、冬虫夏草等高档礼品，目前回收
最火的数购物卡。日前，在南宁市祥
宾路一家礼品收购店，一名女店员
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回收最多的就
是购物卡，生意好坏要看运气，一次
一个客户卖给我十几万元购物卡。”
记者粗略一算，回收购物卡是

暴利。按照行规 0(2的价格回收，
0#2的价格出售，1( 万元的购物
卡，这家礼品回收店可以从中获利
%+*万元。一位从事礼品回收生意的
店主告诉记者，相对烟、酒、茶等实
物礼品，现在收礼者更喜欢购物卡、
油卡、提货卡等，因为比较隐蔽，而
且容易变现。

购物卡9折回收97折卖出
南宁高档礼品回收形成循环产业链

!"#

! ! ! !今年 **岁的李安玲居住在山东枣庄市。从小
爱好美术的她，早在 %00!年就开始收集颜色各

异、形状不一的蛋壳，并利用自己的绘画基础创作蛋贴画。她的许多蛋贴
画作品既有中国画皴染泼墨的整体效果，又有西方印象画派彩画法的影
子，给人带来特别的艺术享受。 新华社 发

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苏州市道路交通
安全新政释放限购限行信号；广州“限外令”
进入倒计时；一些城市实施汽车“限令”的风
声再起……限购、限外、限号、限时、限段，汽
车各种“限令”呈蔓延之势。

一面是汽车高速度增长、高密度聚集，
一面是城市半径快速扩张、道路增速缓慢；
一边是二三线城市按捺不住，一边是“先行
试水”的北上广仍受“堵局”困扰。专家认为，
诊治“拥堵综合征”，一招限令难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