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因为涉及自己的“老本行”，市人大代表，大众交通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杨国平在 !"个区县基层“样板”中，对“三
防”并举全力挤压“黑车”生存空间的嘉定“样板”格外关注。
相对嘉定“样板”，如何在全市范围内，对“黑车”问题进

一步引起高度重视，形成长效机制，则是身为市人大代表、
“老交通”的他，更为关心的话题。

各方联手治理
杨国平认为，建设、交通、公安等部门联手治理，特别是

公安参与进来，是解决问题的一大关键。
“国际上治理‘黑车’，都是以警方为主”，杨国平曾就

“黑车”问题赴香港等地考察。香港对“黑车”的治理办法是
查到就罚款、没收车辆，还要记入车主的诚信档案，今后个
人在贷款、求职等各方面都会受限，因此违法成本很高，鲜
有人冒险尝试。
杨国平说，上海从上世纪 #$年代末就开始整顿出租车

市场，硬件是越来越好了，但行业管理水平还要花功夫提
升，“单跟香港比，他们人均道路面积比我们还少，但基本没
有‘黑车’。”

规划应该先行
嘉定区创新属地管理办法，以“人防、物防、技防”相结

合的综合治理举措，结合公交线网优化，在挤压非法客运生
存空间的同时，满足居民出行需求。这样的方法，杨国平评
价“不错”，可算是此前这一领域一系列探索的成功延续，
“上世纪 #$年代末，就曾经尝试过。”

在杨国平看来，类似嘉定南翔等大型居住区，要从根本
上解决“黑车”问题，规划先行、疏堵结合也尤为重要。“现在
大项目立项、建设过程都有环评，但对交通配套的评估做得
还不够”，杨国平认为，无论是重大项目，还是居民区、学校
等民生项目，都应该要求做“交评”。此外，在大型居住区，港
湾式的出租车扬招点也必不可少。

鼓励电话叫车
杨国平认为，鼓励市民更多地采取电话叫车的方式打

车，也是解决“黑车”问题的有效途径。
目前本市出租车的电调量大约在 %!到 &!左右，远远

低于国际出租车电调量的比例。即使是在收取电调费后，本
市电调出租车的供应量也仅仅在 #$!左右。

按照一般城市的出租车配比，!万人应有 &$辆出租车
左右；现在上海常住人口已经超过 %&$$万，出租车仅 '万
辆。“打车软件”作为网络新兴事物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上海出租车供需矛盾的突出。
如何让电话叫车成为“主流”？杨国平认为，通过打造全

市统一的出租车调度平台，统一叫车电话号码，统筹调度本
市几大出租车公司的车辆，有望实现这一目标，更好地解决
供需矛盾，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加强外牌管理
根据相关统计，#$(的“黑车”是外地牌照。由此，杨国

平也提出了加强外地牌照车辆管理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目前上海的外地牌照车辆已达 )$万辆。

在道路交通建设跟不上汽车保有量飞速增长的情况下，如
何更好地“保畅通”？杨国平认为，在这方面的管理上，要向
北京学习———通过高峰时段限行、调整处罚标准、加强路面
执法等多项措施并举，进一步严格管理。另一方面，上海牌
照的“拍牌难”也要尽力缓解，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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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在的‘夏令热线’，就是老百姓可向媒体反映情况、表
达诉求。今后，能否把‘夏令热线’打造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
的有效途径？”
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社会

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中振在本报“夏令热线”城市管理创新研
讨会上，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
前者是政府单一主体，后者是社会各方参与，“领导要往下走，
到群众中去、听意见，但更重要的是，从群众中来，形成‘从群
众中来’的制度安排。”

三个角度看长效
“我们是做社会研究的，特别是做‘草根研究’比较多，类

似的基层案例我们接触也非常多。”徐中振说，今年晚报“夏令
热线”挖掘、整理出这 !"个区县基层“样板”，很有价值。从中，
也可选取三个角度来思考，如何才能实现“长效”治理。
一是公共性领域、多元化主体的矛盾。“以往我们从行政

角度用了很多类似‘黑车’、‘黑诊所’等名词，无非是因为其不
在政府管理体制内”徐中振说，其实它们是“灰”的，社会矛盾、
社会纠纷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两极分化”。
二是市场交易行为与政府管理目标的冲突。这当中，社会

主体严重缺位。从长远看，涉及到公共利益时，如何引入多元
化主体积极参与，是摆在面前的一大课题。
三是相关部门执法与社会工作方法的互补。徐中振认为，

群租现象，往往涉及业主间的利益关系，并非相关部门执法可
以解决，“缺乏社会工作方法，老百姓碰到问题永远都会盯着
政府来解决。”

三个机制比较弱
徐中振指出，目前我们的社会有三个机制比较弱。
! 政社合作机制

“我们正在做个课题，一个*$$$多人的社区，有五六百个
党员，因为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听不到他们在社区‘发
声’”。眼下欠缺的是社会组织化、功能化的要素培育。

! 社会协同机制

乱设摊、马路排档等 %$多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不
是通过行政执法老办法能解决的。比如，对夜排档有意见群体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周边居民，如果单靠政府部门去整治，
效果肯定不长久。

! 社区自治机制

“现在，发生上述问题，居委会实质性地发挥作用还是比
较少，自治的机制和功能都还比较弱”，徐中振认为，许多问题
都发生在社区，就要通过社会治理、社区自治的方式来解决。

三层结构待完善
很多人平时不去街道、居委，不代表不在街区生活。徐中

振强调，需要完善的是街道、街区、居委三层结构，“老百姓的
大部分投诉，都发生在街区的范畴，‘网格化’是行政管理往下
去，我们的自治参与要往上走，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机制和结构
来回应各类投诉。”

徐中振特别提到，近年来，社会各界做公益的热情“不是
高涨，而是喷涌出来”，类似“一个鸡蛋的暴走”、凌云社区“绿
主妇”等公益行动、公益组织，影响力日益扩大。一些社会资本
也非常愿意投入社区治理项目，深圳的一家开发商就成立了
上亿元的“社区发展基金”，每年出资支持解决社区问题。
“我们现在就差‘一口气’，把社会资源作为要素化资源，

真正发挥好作用”，徐中振期待，今后媒体能够在公众和政府
之间，更好地拓展出社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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