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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两拍>>

“双十一”的快递在路上，但承担 90% 末端派送量的快递电动三轮车仍未获合法身份。
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多地已采取为合规快递三轮车备案贴牌等方式，与交通部门统一管理。
但多位专家表示，快递三轮车身份能否合法，出台统一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应为前提。

（11 月 14 日《新京报》）

快递三轮车合法化符合我国经济现实
文 / 江德斌
快递行业之所以普遍使用

电动三轮车，乃是基于行业特

点、运营成本，以及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城市路况等综合因

素考虑。目前而言，与国际快

递巨头相比，我国快递企业实

力薄弱，尚处于资本积累阶段，

缺乏充足的资金，无法全面使

用货机、大型货车，只能退而

求其次，依赖价格低廉的电动

三轮车。而且，我国各地城市

规划不科学，交通拥堵严重，

电动三轮车体积小，机动灵活，

能够穿梭于大街小巷，使用性

价比最高，才会备受快递企业

青睐。

不过，由于电动三轮车缺

乏国家标准，身份模糊，加上

部分驾驶员操作不规范，经常

发生违反交通规则、酿造交通

事故的情况，各地在进行交通

整治时，往往将其列为打击清

理对象，甚至直接限制使用，

管理方法过于粗暴简单，以致

引起快递企业和民众的不满情

绪。目前快递企业严重依赖电

动三轮车，加上快递包裹数量

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在其它运

输工具尚未替代之前，电动三

轮车还是有其存在的市场空间

和合理性。

现在是部分城市放行，部

分城市禁行，缺乏统一规范标

准，实在太尴尬了，亦不利于

管理。事实上，在部分禁行城

市里，还是有很多快递三轮车

在偷跑，查处难度也很大，要

是查禁太严的话，又会影响到

快递包裹的寄投，增加快递成

本，市民的意见也很大，交通

执法部门左右为难。因此，与

其一味禁止，不如考虑现实国

情，认识到快递三轮车的社会

地位和重要性，尽快出台国家

标准，给其一个合法的身份，

能够在全国统一执行。

快递三轮车虽然较为低端，

安全系数也低，没有货车好，

但其成本低，符合当下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解决了快递“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能够方便

快捷地将快递送到客户手里，

对于我国快递业的发展来讲，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快

递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在行业

集中度提升后，快递企业逐步

做大做强，自然就会鸟枪换炮，

配置运载能力更大、配送范围

更广的货车，到时候快递三轮

车也将逐步退出，沦为边缘化

的补充性运输工具。

国际快递巨头的货机、大

型货车固然高大上，但要看到，

它们也是历经数十年的发展，

才逐步做大做强、旧貌换新颜。

我国快递企业与之相比有很大

差距，如果不是电商业蓬勃发

展，民营快递还不会这么快做

起来。在其尚处于弱小的阶段，

政府不应制定太高门槛，逼迫

其过早废弃电动三轮车，令其

背负过重的经营成本，而是要

根据现实社会情况，容许三轮

车合理存在一段时间，等待行

业成熟后，通过市场竞争来自

主升级。

规范快递用车须加快上下衔接
文 / 木须虫
快递三轮车真正的困境还

是交通适法瓶颈。快递三轮

车是小运量、全通行、低成本

的综合选择，但是它给城市交

通的确带来了很多难题。而一

直以来，电动或者机动三轮车

都不在城市合法的交通工具之

列，因此，快递更容易在“禁

摩限电”中受到冲击。前不久

深圳的“禁摩限电”集中整治，

4家快递企业近 800 辆快递三

轮车被扣押，近 50 名快递员

被拘留，而河南郑州的快递员

甚至开始用板车拉货配送。

对于快递业，快递收投的

交通，一直都面临靠例外“施

舍”过日子的尴尬局面。快递

行业需要扶持，同时也要管理

和规范，快递行业经过近几年

的快速发展，是市场配置资源

的结果，其间不乏野蛮生长给

社会秩序带来的隐忧，收投的

用车与交通问题即是如此。不

过，行政的介入，又不免令人

担忧会产生“一管就死”的问题。

对于快递用车，既要基于

行业的交通需求，赋予其特殊

的法律地位，又要立足公共安

全和城市交通的实际，给予必

要的管理与规范，做好立法、

规范、服务三篇文章。去年10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

教育评弹>>

替课产业化倒逼高校管理多元化
文 / 张西流

“全天候替课，能够对付各种

刁钻老师，一节课 20 多元，质量

保证不议价。”在全国各大高校，

学生课堂出勤率往往与成绩息息

相关。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

在线记者调查发现，高校有偿替

课现象悄然成风，而替课者大多

是学生。随着需求的增加，替课

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校园中的

灰色产业链。

（11 月 13 日《中国青年报》）
针对大学生替课现象，中国高

校传媒联盟随机抽取了503 名大学

生进行调查，其中 52.09% 的大学

生表示身边出现过替课现象。特别

是，在聊天软件上，搜索含有“替课”

字样的聊天群，立刻出现了全国各

地的替课群，为高校学生提供替课

服务，甚至可以包月、包年；专业

团队、明码标价、按课时收费，替

课已形成一种产业链。

然而，“有偿替课”之风在高校

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的授

课内容和方式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缺乏教学魅力，而只能靠点名的方式

强迫学生来上课。可见，学生逃课，

找人替课，是高校教学质量不平衡

的必然结果。特别是，高校替课现

象愈演愈烈，不仅意味着教育资源

的极大浪费，也暴露了相关高校对

学生教育管理的缺位和不足，同时，

那些寻找替课的大学生，也给自己

贴上了不诚信的标签。

事实上，教育部2005 年颁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

七条明确规定：“学生不能按时参加

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应当事先

请假并获得批准。未经批准而缺席

者，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

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同时，

高校出台的学生手册、守则，对于大

学生课堂秩序也均有明确规定。可

见，大学生找人替课，既是逃课行为，

又是欺骗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高校

管理规定，理应得到禁止和查处。

因此，替课产业化，倒逼高校管

理多元化，这显然值得教育部门及高

校反思。尤其是高校，要改变教育

管理观念和方式，对教师考核不能

一味地偏向科研成果，也要兼顾教

学质量，要提高教学水平，能够真正

履行自己教书育人的职责；同时，对

学生进行教育管理，还是以人性化的

疏导为主；要以学生为本，为学生健

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特别

是，对于参与替课的学生，应给予一

定的惩戒，并记入信用档案。

社会观察>>

“无性别厕所”学会共享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化
文 / 杨朝清
日前，上海建市内首座无性别

公厕，预计将于11月下旬投入使

用，此举也让“无性别厕所”话题

再度受到关注。记者注意到，近

年来，沈阳、重庆、青岛、北京等

地均出现了无性别厕所。

（11 月 10 日  中新网）
在欧美国家，“无性别厕所”

起初是面向变性人、同性恋者、

性别取向模糊等边缘群体的；在

我国，“无性别厕所”主要是为了

提高公共厕所的使用效率，让公

共厕所更好地便民、利民。

“无性别厕所”淡化了性别色

彩 , 取消了性别界限，有如厕需

要的人们都可以使用。然而，打

破思维定势、行为惯性和路径依

赖的“无性别厕所”，在使用过程

中难以避免会面临一些尴尬——

推开厕所的大门，发现马桶上蹲

着一个异性，多尴尬啊 ! 在人的

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社会，“无

性别厕所”是否会为偷窥、性侵

提供可乘之机？男女如厕习惯不

同，倘若隔壁是一位异性，想必

两人都觉得难为情。

“无性别厕所”作为公共空间，

见证了公共服务价值观念的重塑

与更新。男性与女性在平均如厕

时间上的差异，导致公共厕所的

配置难以做到均衡化。在火车站、

飞机场等公共场所，按照一比一

的比例设置的公共厕所，通常会

导致男厕所有富余而女厕所不够

用。在一些性别失衡较为严重的

企业和学校里，“如厕难”更加突

出。

在笔者所工作的华中师范大

学，由于女生人数众多，学校对

一栋教学楼的部分厕所进行了调

整。尽管此举会给少数男生带来

轻微的不便，却给大多数女生带

来了便利。可是，在火车站、飞

机场等人口众多、流动性大的公

共空间，每个人都有“等不及”、

“伤不起”的焦急与迫切，乘客的

性别比例也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

如果采取调整男女厕所比例的做

法，很有可能会事与愿违。

每个人都有低成本、高效率

地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无性别

厕所”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让

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尽管“无性

别厕所”在当下还存在着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公众在看到“问题

意识”的同时也要多一些“过程

意识”。面对“无性别厕所”这一

新鲜事物，公众有一个排斥—理

解—接受——认同的过程。

“无性别厕所”在本质上是一

种互惠互利的共享理念，有助于

建设一个低成本社会。让公共生

活更加美好，需要每个人既是受

益者也是建设者。学会和不同性

别的陌生人共享“无性别厕所”，

也是我们将来不可或缺的社会化。

只有做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无性别厕所”才能“美美

与共”，更好地裨益我们。

将研究出台快递专用电动三轮

车国家标准以及生产、使用、

管理规定，解决“最后一公里”

通行难问题。今年 4月，国家

快递电动三轮车标准制定征求

意见。来自上位的顶层设计，

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不过，与上位的立法与专

用车辆标准的制定相比，城市

快递车辆的管理现实更迫切，

在实践层面，许多城市的交通、

邮政等部门及快递行业都在进

行规范方面的尝试，从大方向

来看，普遍的做法，一是对快

递车辆专用化、制式化；二是

对车辆管理、使用证明化、资

质化；三是对车辆参与交通有

禁有放，尽可能寻找快递用车

在交通安全与便利投递中的公

约数。同时，也面临着尺度与

力度拿捏的困惑，导致各地管

理政策的差异。特别是三轮车

标准的把握上，缺少准确严格

的依据，让现行快递三轮车处

于存废两难的境地。

规范快递用车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同时，受到立法

与标准制定权限的制约，既需

要部门联动，更需要上下衔接，

不可能水到渠成。规范快递

用车无法回避，宜早宜快。一

方面来自顶层的设计应加快推

进，特别是快递用车的强制标

准，应在充分征求行业意见的

基础上，敲定下来。同时，加

快修订交通安全相关法规，赋

予快递车辆合法参与交通的权

利与管理原则，赋予地方城市

管理的自主权利，提供清晰的

接口；另一方面，具有立法权

限的地方应加快配套，制定规

范快递车的实施办法，细化使

用、管理设计，设置必要的过

渡期等等。

图：新华社蒋跃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