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先听过一则关于日本人的传闻!说

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后!可容纳 !万人

的体育场不见一点垃圾!让海外媒体惊叹

"可敬又可怕的大和民族#$ 当时只将这类

报道认作媒体的一个噱头!颇不以为然$

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参加过当地

朋友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发现每次活动

后!他们真是主动将视野之内的垃圾悉数

装到垃圾袋里带走$ 几百人一起生火%打

年糕%煮汤%吃饭的山头!在人们离开之际

草青木秀$ 山上连垃圾桶都不需设!当真

是片纸不留$ 我据此推测!有关广岛亚运

会开幕式的传闻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于是

不由得生出些后知后觉的感叹$

感叹之余有些奇怪!这种良好行为的

来源何在&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

拉斯'诺斯的见解!(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

则!))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

的约束条件#! 那么我所见到的日本人遵

守秩序%注重环保等等行为理当有其制度

根源$

细查之下!果然看到不少似乎可以证

明日本为(管制社会#的证据$ 比如我所居

住的地方政府规定!非法投弃垃圾是严重

犯罪行为! 罪犯将被处以最高 !年的徒

刑!或最多 "###万日元的罚款!或者两罚

兼施$ 从刑期看!非法投放垃圾竟与该国

刑法中所载之(过失杀人#或(预备向他国

私启战端#的罪行相当$ 无怪乎乱丢垃圾

的犯事率甚至比刑事重罪率更低*日本警

察庁 $##%年违法犯罪统计显示! 上年发

生的重罪案接近 "####件!而非法投弃垃

圾案只有 !###余件+!可谓(牛刀割鸡#之

震慑有效的明证$ 此外!对于公务员之不

良行为的惩罚往往更甚!以儆普通国民之

效尤$ 比如滋贺%广岛等地有规定!公务员

酒后开车!无论是否发生事故一律就地免

职或停职$ 凡此种种!合乎制度经济学逻

辑的推论是!正式制度中的严苛规定所施

加给不良行为的巨大成本扭曲了个人的

行为!将随心所欲的状态强行规范为循规

蹈矩的状态$

那么! 是否可以就此认为严峻的法

令一定能将人民齐之以刑! 让社会臻于

善治&恐怕未必$一项正式制度能否以较

低成本予以推行并发生效果! 还需要审

查所欲推行环境之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人

们的观念是否与之契合$ 如果人们的观

念与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完全吻合!那

么这项制度是能自我实施的, 如果多数

人的观念与制度的价值取向不相抵触!

那么这项制度是可以得到实施的! 尽管

要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 如果多数人的

观念与正式制度的取向背道而驰! 那么

正式制度显然是难以甚至不可实施的$

强行施行的后果!要么是令出不行%群起

反对!要么是阳奉阴违%形同虚设$所以!

简单地用严刑峻法来解释日本人的行为

恐怕失之偏颇! 还得进一步剖析民众认

同法律的其他根源$

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用 "纵式社

会-来归纳日本社会的特点!认为日本人

把家庭中父母对子女上下关系扩大到社

会团体乃至整个社会之中!使得每个人都

处在一定的等级秩序的位置上并且产生

对秩序的认同$ 依笔者观察!日本人秩序

观念的牢固形成是以家庭教育为起点的!

通过每个人在不同阶段所处的种种集体

对家庭上下关系的复制和模仿来强化!进

而引申到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之中$

例如!家庭中就很强调各人的言行举止应

当恰如其分!女孩子应当跪或跪坐*据说

这是日本女性多为内八字脚的原因+!热

水浴也按照固定的顺序 *一般是先分男

女!再分长幼+!等等$ 进入学校之后首先

感受到的 "先辈-与"后辈-的关系可以算

是家庭中上下关系的复制.(先辈-有责任

照顾(后辈-!而(后辈-必须服从(先辈-的

指令*日本常见的校园暴力多是先辈滥用

权力的结果+$ 这种(先辈/后辈-关系会

一直延伸到打工以及正式就职的领域!在

日本的公司中跟"先辈-顶嘴是很不正常

的事情!"先辈-欺负"后辈-则如父亲教训

子女般天经地义$

应当看到!日本社会这种由家庭教化

而成并向其他社会组织渗透出的追求等

级和秩序的强烈偏好!本身带有许多可视

为"陋习-的因素!但我们对这些情况的分

析旨在揭示出严格的法律规范在这个社

会能得到较好贯彻的"微观基础-!也即家

庭对个人从小在情感%行为规范%责任等

"软件-方面孜孜以求%严行不怠的教化!

以及这种教化之效果依照人的成长顺序

在不同部门*如学校%公司+的复制式扩

展$ 比照而言!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更注

重对子女在音乐%美术%舞蹈%英语等技能

方面"硬件-的货币投入!而实际上那些无

法通过花钱来"委托加工-的品质!可能是

促成公民良好行为养成的更为基础性的

要素$

有了足够数量自觉守法的公民!法律

才拥有坚实的颁行基础$ 而好公民或者公

民的良好行为!并非仅靠政府以"法-治出

来的!更主要是靠家庭用"教-养出来的$

家齐而后国治!古人诚不欺余0

!

地狱上的繁荣

公民良好行为靠!法"治更靠!教"养
"

冯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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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房供给价格如何设定？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以何为参照？由谁来主导？是否切合实际？这一切皆

不透明。如此事关社会大众之事却关起门来不加公

示，不多听取和吸纳一点社会受众的声音，怎么能尽

如人意呢？

限价房供给对象的界定过于刻板和保守，未能打

破过往保障住房体制、政策的所有樊篱，不仅繁琐而

低效，还将引发新一轮地域和群体歧视。

六部的形成!在我国已有一千四

百多年历史$ 1通典'职官一2谓.(后

周之初据关中!犹依魏制$ 及平江陵

之后!别立宪章!酌1周礼2之文!建六

官之职$其它官亦兼用秦汉$ #1周书'

卢辩传2谓.(初!太祖欲行周官!))

乃令辩成之$ 于是依1周礼2建六官$

))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

始命行之$ #魏恭帝三年十二月二十

日*!!%年 $月 &日+!恭帝拓拔廓禅

位于孝闵帝宇文觉$ 因此!史学家一

般把六官之建看作孝闵帝宇文觉之

父宇文泰对行政机构的改革$ 1周礼2

以天官 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

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为六官!

这成为隋时吏%礼%兵%度支%都官%工

部尚书的滥觞$ 后世更以六官称六位

尚书$ 此后!六部的名称有所变化!而

唐时所改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名称!沿用至清末$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隋以来行政

机构的设置!只有这六部$ 清代情况

就较为特殊$ 所谓盛京五部!指为管

理盛京*今辽宁沈阳+相关事务而另

行设立的户%礼%兵%刑%工五部$ 这五

部行政长官为侍郎! 相当于副部级$

清雍正八年 *"%'#年+!(置尚书领其

事!寻省#$ 这五部因而一度成为正部

级机构$ 此外!院%司%寺等机构也不

是六部的下级部门$ 旧时! 立法%行

政%司法未实行三权分立$ 因而!相关

机构也隶属于政府$

理藩院和都察院在院级机构中!

排名靠前$ 清时!(理藩院管理院务大

臣!满洲一人$ 特简大学士为之$ 尚

书!左%右侍郎!俱各满洲一人$ #(尚

书掌内外藩蒙古% 回部及诸番部!制

爵禄!定朝会!正刑罚!控驭抚绥!以

固邦翰#$ 该机构的职能!与现在的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外交部较为接

近$ 从尚书之上有管理院务大臣的设

置看!相当于由国务委员兼任部门行

政长官! 因而行政级别要高于六部$

都察院(左都御史掌察 官常!参维

纲纪#!(雍正八年升从一品#*同上+!

与尚书级别相同$ 这一机构的职能!

与现在的监察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较为接近$

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国子

监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机构$ (通政使掌

受各省题本!校阅送阁!稽 程限!违

式劾之#*同上+!为正三品官员$ 因此!

通政使司行使国务院办公厅的某些职

能$ 大理寺卿 (掌平反重辟! 以贰邦

刑#!也是正三品官员$ 该机构的职能

与最高人民法院较为接近$ 但从行政

级别看! 通政使和大理寺要比六部低

一些$ 翰林院掌院学士(掌国史笔翰!

备左右顾问#!(从二品$ 大学士%尚书

内特简#$ 因而!翰林院的某些职能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近$ (国子监管

理监事大臣一人!满%汉大学士%尚书%

侍郎内特简$ 祭酒!从四品#!(凡国子

及俊选以时都授! 课第优劣#*同上+$

该机构行使教育部的某些职能$ 僧录

司和道录司! 则行使国家宗教事务局

的主要职能$此外!六部以外的行政机

构还有詹事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

寺%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等!不一

而足$

北京的西单与新华门之间! 有一

地名叫六部口$上述情形表明!仅仅依

靠六部! 政府的职能是无法全面行使

的! 因而也就不存在六部制形式的大

部制$

从机构臃肿程度看! 明清两代可

算一绝$明永乐十八年*"&$#年+!成祖

朱棣(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明廷自此

在一位国家元首的领导下! 有了两套

政府班子$ (其留南京者! 加 3南京4

字$ -在古今中外行政机构设置上!这

算得上空前绝后$当然!南京的那套政

府班子! 仅仅是摆设$ 明崇祯十七年

*"(&&年+!思宗朱由检自缢于北京$安

宗朱由崧随即为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等拥立$明廷根本不必再新建衙门%选

拔官员$ 这大概是两套政府班子的惟

一好处$ 清廷也有颇具特色的两套政

府班子$ 首先!一般的官职安排中!往

往需要满人和汉人一碗水端平$ 以六

部为例!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

满%汉各一人$一个部内!两位部长%四

位副部长$ 同时有两位行政长官的制

度!当然也能办事$圣马力诺共和国就

由两名权力相等的执政官! 行使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 但任期仅半

年!且不能连任$ 该国于 "$&'年确立

的这一联合执政制度! 沿用至今$ 因

此!该国一年内必有四位国家元首$因

此! 圣马力诺共和国居民当上国家元

首的概率!要比其他国家居民高得多$

但该国并无两套政府班子$其次!清时

高于六部的中央政府! 居然也有两套

班子!而且都设在北京$ 内阁本来(台

辅拱袂-*1清史稿)职官志一2+!相当于

国务院$ 但它实行集体领导.(内阁大

学士!满%汉各二人$ -(大学士掌钧国

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

酌可否入告$ -(雍正时!青海告警!复

分其职设军机处$ -(军机处军机大臣!

))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 -(高宗莅

政!更名总理处!寻复如初$ -(内阁益

类闲曹-*同上+!仅仅是名义上的中央

政府!敲敲橡皮图章而已$

唐时!六部的设置已经成熟!因而

为周边国家*地区+所仿效$ 渤海(忠%

仁%义部各一卿!))支司爵%仓%膳

部!部有郎中%员外,))智%礼%信部!

支司戎%计%水部!卿%郎准左.以比六

官-*1新唐书'渤海传2+$ 总体看!其职

能要比唐的六部简单$ 新罗的情况又

不相同$如!至新罗太宗六年*(!*年+!

兵部令已同时设有三人!(位自大阿

至太大角干为之-*1三国史记'职官

上2+$徐罗伐朴儒理九年*百济扶余多

娄五年!'$年+!(置十七等. ))五曰

大阿 -,新罗文武王八年*((+年+!设

(太大角干))于前十七位及大角干

之上!加此位以示殊优之礼-$因此!兵

部不仅有三位行政长官! 而且行政级

别可以相差七级$ 倭大化二年*(&(

年+!孝德天皇颁1改新之诏2$ 此后!形

成中务省%武部%治部%民部%兵部%刑

部%大藏省%宫内省等八个行政机构$

因此!即使是六部的设置!也会根据本

国*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所变通$

这就意味着! 我们决不可照搬西

方国家的大部制$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立

足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

旧时#行政机构何止六部
"

周 到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

东鳞西爪

!

买房人说

听闻楼梯响!掉下鞋两只$ 自

$##!年夏天 (国十五条- 推出迄

今!酝酿复酝酿!耗去两年多!限

价房政策终于在北京% 广州两地

率先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相比其

他城市迟迟按兵不动% 坐壁上观

的做派! 就这一南一北两城的举

动!值得一夸$

不过此种夸赞必须有所保留$

这倒不是因为限价房被某些饭碗

不保者公然指责为有损他们的和

谐之故!也不是由于某些精明强干

的学院派人士将之指斥为逆社会

进步规律而动!是重拾计划经济思

维的倒退$ 而是因为!限价房进行

得还不够彻底!不够全面!也不够

魄力!落得左右不讨好!以至还没

有全面落地就有人跑出来敦促将

之取消$

开发商集团反感限价房!尽在

情理之中$可假如连供给对象都不

能完全心悦诚服地表示接纳!则限

价房举措必有需要深入反思之处$

就我个人南来北往所见!目前至少

有两大问题容易招致非议!也最值

得深究.限价房供给价格的设定与

供给对象的界定$

限价房供给价格如何设定&标

准和依据是什么& 以何为参照& 由

谁来主导& 是否切合实际& 这一切

皆不透明$限价房不是给执行者自

己建造的!在拟定具体价格方案之

时!关起门来不加公示!不多听取

和吸纳一点社会受众的声音!让外

界观者如坐云里雾里的做法!必不

能尽如人意$ 因为它不可能客观!

更不容易随时接受公众质询$

我注意到!广州限价住宅项目

现今每平米卖到了 (!##元, 北京

去年的限价房价格是 !### 多!今

年首个限价项目每平米也卖到了

%+##元! 姑且不寻究这些价格到

底是怎么酝酿出来的!光就这类数

目字本身而言!能否被广为接受还

是个疑问$ 至少媒体是在用(创下

最高售价-的字眼来形容这些面世

项目的$ 恍惚间不由疑窦生起!莫

非要在商品房领域之外!走另一条

限价房的价格竞浮之路&

平心而论!既是限价房!限字

当头!理应出现(创低价-的现实才

对$ 如今局面适得其反!此种先例

一开! 释放出一个极其不好的信

息!迫使明智的公众进一步为此担

忧.限价房今后可能会引发不同地

域间物业价格竞相向上攀逐的坏

风气$

价格之外!限价房供给对象的

界定过于刻板和保守!它对保障住

房体制的条框加以全盘延袭和发

挥!未能够打破过往政策的所有传

统樊篱!繁琐而低效$ 就我所能预

见!它无疑将引至新一轮存在于政

策性住房分配领域的歧视!这种歧

视分别涵盖于地域和群体当中$

目前推行限价房的城市!皆严

格设定购买门槛!从户均人口结构

到户均收入比重% 家庭总资产净

值!无一不足$ 联想到在修订保障

住房政策之时也是这样行事!可以

理解为政策制定者是在接受早前

保障房被非保障对象鹊巢鸠占的

教训! 决心事无巨细详加条框束

缚!以免疏漏揽盗$这是知过能改!

也是矫枉过正$如果说对于人口结

构和户均收入的限制还算可誉之

举!那么将购买人的户籍%年龄和

婚配作为必要限制标准!则未免干

预过甚乃至制造歧视$

以户籍划分为例!非本地户籍

者皆不能购买限价房$我不想说这

是地方保护主义陋习在政策性住

房分配领域的延伸!但它的确是一

种对占总需求规模过半数的%对当

地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外来

人口的排挤!这些收入不高的人也

许根本就没有要与本地人抢夺有

限住房的私心!却不被纳入供给对

象之列$这将不可避免伤害到那些

对此座城市怀有良好动机和纯朴

感情的外来人员的心$

我不主张设置过分苛刻而不

灵活的标准!这样的策略是极不可

取的$ 建设限价房和保障住房!其

目的是要激活和加强住房市场的

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也

即要扩大多种类和多渠道的供给!

以刺激悬于商品房一线又无可转

移的巨大需求量!使购买价格出现

竞争性变化$任何人为而毫无根据

的购买准入限制!都只能使之适得

其反$

需要注意!在拟定具体施策略

时!目下全国各地皆唯先例马首是

瞻!我担心这样一种分配模式会被

竞相传抄和复制!以至最后!限价

房在地方层面上只被拿来管管自

己的一亩三分地!外来人员则被推

来搡去!一概不顾及$

上述两类突出问题!解决办法

有之!不难$在价格设定层面!应透

明而无保留!注重互动!以便充分

照顾到供给对象的需要$一定要明

白!限价房是为他们建设的!为此

我们必须适时建立价格设定公示

办法!让人们明白掏钱!没有顾虑$

有顾虑也可及时消除$

还要考虑推行(创低价-的限

价竞争机制! 让大家以想方设法

降低价格% 将房子卖得越便宜越

引为荣耀!而不是相反$ 当然!若

没有相应的激励! 这件事情怕是

办不成的$

此外! 最要紧的是取消户籍

分配限制! 掐灭地域和群体歧视

的火苗$ 忠于职守的执行者既然

可以想办法在本地户籍人口中实

行轮候分配机制! 迫于外来人口

数量压力导致必然存在的分配瓶

颈问题! 是不是也可以实行另一

层次的轮候& 即先满足本地户籍

人口的限价房分配! 进而解决外

来人口的限价住房问题$ 就算限

价房没有外来人员的份儿! 则经

济房%廉租房等保障住房之中!总

该有他们一席之地吧&

"

章剑锋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房地产事务专栏作家

常读我博客的一位读者最近在留言栏询问.他的

孩子什么时候来美国留学为好& 那位读者说他的孩子

现在上三年级! 他计划今后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

他问在中学%大学%研究生这三个阶段!哪一个更合

适$ 过去一段时间!也常有朋友询问孩子出国留学之

事$ 想来!可能还有不少许多家长也有类似的考虑!故

而今天我把我对此的一些看法写在这篇专栏里!供有

心人参考$

在我当年出国求学的那个时候! 还没有现在这样

多的选择! 因为那时绝大多数人出国留学都是去攻读

研究生的!原因就一个.当时的中国学生几乎都需要靠

奖学金才能来美国留学! 而只有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才

能拿到资助$记得我申请出国的时候!打开美国地图去

找最偏僻地方的大学! 总以为越偏僻的地方的大学应

该越有可能提供讲学金!因为申请的学生会更少呀0于

是!蒙塔那州%阿拉斯加等地的大学便成了我们那些穷

学生一致相中的学校$ 这种出于文化和经济隔膜而生

的念头今天看来多么天真! 但的确说明对于我们那一

代的留学生来说!经济资助是留学攻读研究生%选择学

校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那个时候很少有学生或者他们

的家长会把到美国去上中学或大学作为选择$

当年还有一个跟今天大不同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

留学都是学生本人在筹划和准备! 如今则是家长在以

极大的精力参与其中$ 这倒并非完全是因为年龄的差

距! 更多还是因为如今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家庭已经

有了更强的经济实力或能拼出全力资助孩子出国留

学!所以这些年中国的留洋大学生%中学生的比例越来

越大!所花的出国费用也越来越高$虽然至今不见确切

的统计数据! 但我估计这些年中国学子出国留学费用

应该也主要的资金输出之一$ 要知道! 除了缴纳学费

外!留学生在美国和欧洲的生活花费可是不小的开支$

$#多年前!许多中国留学生揣着 '#美元就登上了

飞往美国的飞机! 到学校注册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找一份打工活!中餐馆自然是最先选择%也是最通行的

工作场所!买得都是几百美元的旧汽车$那个年代中国

留学生们大都经历了异国求学和生活的艰辛! 同时也

在那样的环境下培养和磨练了艰苦耐劳% 坚韧顽强的

精神!为以后在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因为无论什

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艰苦奋斗%吃苦耐劳都是事业

成功必备的素质$ 如今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口揣不知

比 '# 美元多出多少倍的钱来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

家!许多家长更为孩子支付昂贵的大学%私立中学的

学费$ 我并不看低那些愿意为孩子投资教育的家庭!

也从未觉得非得要让孩子去中餐馆去端盘子不可!但

我总觉得!如今的许多少年留学生!由家里给交学费!

自己口袋里还能有大把零花钱! 于是可以开着新车!

过起舒适的留学生活!却失去了锻炼自己的机会$ 他

们将如何在将来面对事业%工作上莫测的挑战呢& 事

实上!过去几年来!中国的一些小留学生已经在国外

闹出了不少笑话!给家庭添了不少麻烦!他们不珍惜

在国外学习的机会!拿着家长给的钱在外面乱花$ 不

管这样的小留学生到底占多数比例!这种现象都是不

能不令国人再三深思的$

至于年轻人究竟在哪一个阶段到美国留学更合

适!要我说!还是(传统-的方式留学更好!即最好是到

美国上研究生!而家里也不需要为此准备多少资金$应

该多鼓励孩子自己去申请助学金%奖学金!并尽力争取

打工的机会! 就是到美国上大学也需要一边打工一边

上学$ 多年前!我认识了国内来的一位小留学生!他在

中餐馆打工!自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他先在当地的一

家社区大学读书!后来转到州立大学$ 在美国!先在社

区大学读两年是读大学的一条最经济的途径! 社区大

学的学费更低!但要求成绩优良!才能转入州立大学$

那位中国的小留学生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走了那条最经

济实惠的路!当然他也付出了更多的辛苦!但后来也得

到了更大的回报$ 在我看来!孩子出国留学!家长除了

物质上的准备外! 恐怕更需要注重在艰苦奋斗方面培

养孩子的素质!只是靠大把的资金!即便能帮助孩子完

成学业!也难以引导孩子踏上健全的人生之路%成功的

事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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