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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市公安局向市法制办提出
对“限小令”的废止建议，执行8年之久的

“限小令”松绑在即。但是，一项政策的一立
一废都不容易。这项禁令废止之后，将给广
州市民带来什么变化？城市管理需要做怎
样的调整？

挂了8年的指示牌被拆
“限小令”迎来“松绑”曙光

这些天，广州一些司机发现，在内环
路、东风路等过去限制小排量车通行的交通
要道，挂了8年之久的“1000CC含以下车辆
禁行”的指示牌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绿色
环保标识牌。

根据《广州市清理政府规章规范性文
件工作方案》通知，近日，广州市公安局已
向市法制办提出对《关于停止核发微型小
汽车牌证和对微型小汽车加强管理的通
告》的废止建议。

根据广州市法制办的审核意见，《通
告》已被列入穗府办废止文件目录。理由
是该《通告》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
量汽车意见的通知》等规定不符。

记者查阅了网上有关广州“限小令”的
网友评论，有近九成的评论留言表示不理
解“限小令”，要求广州解除对小排量汽车
的限行政策。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表示，
从公平角度来谈，按排量设限，不能体现政
府公平行政的原则。

实际上，在 2006 年，广州就有机会摒
弃“限小令”。当时，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
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
保型小排量汽车意见》称：“各地不得以缓
解交通拥堵等为由，专门对节能环保型小
排量汽车采取交通管理限制措施；更新出
租汽车车辆时，要在满足乘用功能的基础
上，积极鼓励选用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
不得出台专门限制小排量汽车的规定，不
得采取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措施。”

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当时国际原油上涨
的趋势，指明了“小排量”是未来汽车产业
的方向。广州市也转发了相关文件，指出

“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上牌标准、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
和相关节能环保标准的小排量汽车，给予
办理新车登记等相关手续。”

但广州市最终认为，对小排量汽车的
“相关节能环保标准”应该有个具体的指标
和技术参数，广州将等待上级有关部门进

一步的详细说明。遗憾的是，“相关节能环
保标准”一直没有出台，广州的“解限”也就
不了了之。

从去年 9 月 1 日开始，排气量在 1.0 升
以下的小排量汽车税率由 3％调低至 1％，
排气量在 3.0 升以上的大排量汽车税率则
大幅上调。国家调整消费税目的非常明
确：抑制大排量汽车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小
排量汽车的生产和消费。

今年7月，广州部分汽车销售商已经开
始为1.0升（含1.0升）以下排量小车上车牌，
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的工作人员
表示，只要符合国Ⅲ标准，并且装有OBD装
置，不管是不是低于1000CC的车都可以上
牌，但车辆在路面行驶时还需遵守禁行标
示。

在广州实行了 8 年之久的“限小令”，
终于迎来“松绑”的曙光。

“限小令”为“解堵”所设
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2001 年，广州市政府部门发出通告，
全面停止给排量1.0升以下的车辆上牌，对
已领取号牌的小排量车划定行驶路段；
2002年，广州市又发出通知，进一步规定，
外市排量 1.0 升及以下的车辆不得进入广
州市区。

至此，小排量汽车在广州遭遇最严格、
最彻底的“禁止”。

对于为什么要限制小排量汽车，广州
职能部门给出的理由主要是：考虑到这类
廉价的小排量汽车加剧道路交通负荷、存
在更多技术故障、更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等
因素。一言以蔽之，以“限小”来解决广州
的“塞车”与“空气污染”之苦。

在记者多年跟踪采访广州“限小令”的
过程中，也能体味一些广州市城市管理者
的苦衷：

由于广州城市交通压力巨大，城市道
路建设和交通设施跟不上交通发展需要，广
州市希望通过“限小令”抬高市民拥有小汽
车的门槛，换取时间，让城市管理者利用这
几年时间加紧城市道路和公共设施建设。

同时，因为广州没有对汽车上牌做总
量控制，但通过“限小令”也可起到类似的
作用。

过去数年间，广州市的“禁摩令”、“限
小令”一直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一些社会问
题也得到了根治或缓解。但对于城市交通
来说，一直得不到根本治理——原希望“限
小令”能推迟广州“汽车进家庭”步伐 5 年
时间，但现在广州私家车平均每天以 1000
辆的速度增长，城市道路、停车场和其他基
础设施远远赶不上汽车的增长速度。“限小

令”对缓解交通拥堵作用不大。
“限小令”，并没有起到当初预计的效果。

“限小令”解禁在即
相关后续措施需完善

现在，大家终于看到“限小令”解禁的
曙光，但随之而来的，又是大家的忧虑——
解除“限小令”后，广州的交通状况又将如
何，空气环境会怎样，城市管理者要做哪些
准备工作？

“我最担心的就是广州交通会不会堵
上添堵”，家住番禺洛溪新城的赵雪芳说，
现在她每天上下班要过洛溪大桥和广州大
桥两座高峰期间堵塞很严重的大桥。如果
更堵车，她可能要考虑搬家了，但房子租金
肯定要增加1000元以上的支出。

但有汽车销售商认为，现在1.0升以上
1.3升以下的小车售价已经与当年1.0升以
下小车售价差不多了，加上老百姓收入的
增加，小排量不会是广州市民购车的主要
选择，因此，解禁对汽车实际销售拉动作用
有限，对交通的影响应该也有限。重要的
是，这给了老百姓选择权，可以按自己的需
求选取小排量或是其他排量的汽车。

汽车市场分析专业人士钟师表示，当
前汽车进家庭趋势非常迅猛，指望通过限
制小排量车改善交通是不可能的，这不能
从根本上化解交通矛盾。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才是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通过提供
优质舒适的公交服务来与私家车竞赛，让
人们自愿地放弃开车出行，这才能有效地
缓解交通压力。

□新闻链接

全国84个城市变相“限小”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84个城市出台
政策，对小排量汽车进行或明或暗的限制
和排斥；一些地方的起限排量从原来的1.0
升变成了1.2升、1.3升；有的地方甚至要求
更新的出租车排量必须在2.0以上。

各地为何纷纷“限小”

2006 年 4 月 1 日，国家开始实施新消
费税，低税率档由原来的排量小于1.0L提
高到排量小于1.5L，税率维持在3%。这样
一来，排量在1.0L至1.5L之间的车型是新
税率的最大受益者，税率从5%下降至3%，
导致1.0L排量以下汽车的竞争压力明显加
大，直接造成了鼓励发展1.5L车型，也导致
了微型车大排量化趋势。众多厂家都忙于

提升排量，不跟随就意味着竞争力的削弱，
这也是导致小排量汽车销量大幅下滑的重
要原因。

“限小”史与解除史

2001年8月：广州市颁布实施《关于停
止核发微型小汽车牌证和对微型小汽车加
强管理的通告》，停止给排量1.0升以下的
车辆上牌，并规定已经领取号牌的小排量
车须在划定的路段行驶。违者将按道路交
通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罚。

2002年4月：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广州
市公安局关于调整市区货车行驶范围及禁
止发动机总排量为1000CC以下微型汽车
和摩托车在部分路段行驶的通告》，禁止外
市籍小排量汽车在市区内行驶（不含过境
高速公路），禁止广州市籍小排量汽车在内
环路、机场路、东风路行驶。

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鼓
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意见》，要
求有关部门要加快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引
导、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能耗、低污
染、小排量、新能源、新动力汽车。

2006年4月：北京市政府解除对1.0升
以下小排量汽车的限制。在此之前，上海
市也解除了对小排量汽车的限制，但广州
始终没有解禁。

2009 年 7 月：广州部分车行悄悄为
1.0L（含1.0L）以下排量小车上车牌。

据新华社
车满为患车满为患

拥挤的广州交通拥挤的广州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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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购房入户”叫停4年又重来？

核心提示

日前，《海口市投资、购房和捐赠办理入户
暂行办法（草案）》正式通过媒体公开征求各方
意见。购房入户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４年
前，曾因“高考移民”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最后
不得不叫停的购房入户政策，或将重新登场。

据悉，出台此项政策的重要目的是激活受
金融危机影响的海口经济，购房入户能否起到
雪中送炭的效果？对此，既有赞同者拍手叫
好，也有反对者认为它缺乏长远眼光，无异于

“饮鸩止渴”，仓促出台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
后果。不少专家呼吁，对于是否立法重启这项
曾被废止的政策，海口应理性考虑、周密安排、
谨慎决策。

海口“购房入户”四年后再登场

1996 年，为刺激当时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海口市启动购房入户政策，当时规定一次付清
房款，购买建筑面积50平方米的商品房可办理
１人入户。

1998 年，海口市又将这一政策进行了修
改，条件再次放宽：入户标准从每 50平方米入
户１人降低到每25平方米入户１人，不只购买

商品房，购买写字楼的单位也可办理；入户对
象由购房人自行择定。

随后的几年内，海南衍生出一个新的热门
行业——“代办户口”、“买卖户口”。当时一些

“黑中介”把落户宣传单派发到内地学校，诱导
大批内地学生移民海南参加高考，而户口的价
格也从最开始的每个几百元发展到每个最高
３万多元。

海南教育部门统计显示，2003年~2005年，
海南高考移民数量逐年上升，以致出现一股“高
考移民潮”。其中 2005年高考移民达 9793人，
平均每４名考生中，就有１名高考移民，这让当
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及家长意见不断。

针对这一现象，海南省政府于 2005 年６
月下发文件，购房入户政策作为“高考移民”的

“罪魁祸首”，以一刀切的方式全面停止办理。
今年３月，在取消“购房入户”政策４年

后，海口初步提出《海口市投资和购房办理入
户暂行办法（修正案草案）》（初稿），７月底海
口市法制局开始在网上征求民意，然而由于各
方争议较大，不到半月，网络征求意见被暂
停。有关部门曾表示，购房入户政策年内有望
出台。

与以前不同的是，海口市此次拟出台的
“购房入户”相关规定，将“门槛”从25平方米提
高到了单套 60 平方米或价值 30 万元以上，而
且只可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人１个人的入户
手续。

据了解，这一标准是考虑到国家
鼓励中小户型商品住房开发的住房
产业政策，同时不排斥购买高端楼盘
和大中户型购买者，并为解决购房者
入户需求，防止购房入户政策过于宽
松可能导致的漏洞。

海口市政府负责人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海口重启购房入户是为
了解决已工作在海口多年的外地人
以及其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问
题，更加有利于人才的引进，同时也
是鼓励住房消费、激活市场、拉动经
济，促进海口经济发展的一项举措。

“购房入户”褒贬不一

海口市购房入户草案一出，可谓
几家欢喜几家愁。赞同者的理由绝
大多数是留住人才，促海南经济发展
以及可以解决子女入学等问题；而反
对者呼声最高的是购房入户会带来
高考移民以及资源压力。

记者在海口市投资、购房和捐赠
办理入户政策网上征求意见网页上

看到，对于购房入户持赞同态度的市民绝大多
数为企业职员或自由职业者，年龄在 30 岁左
右。

在海口一家私营企业工作的王晶说，户口
不能跟工作城市在一起会带来很多麻烦。她
在海口工作几年了，但是户口还没有落下，一
旦遇到跟户口有关的问题就必须回原户口所
在地处理，很麻烦，而且户口不解决，以后子女
上学也将成问题。她说，要是能购房入户，对
他们这些户口在外地但长期在海口工作生活
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刘飞是海口市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也
是海口“漂”一族。本来想辞职考公务员，但是
海南省直机关的公务员招考都要求本地户口，
他很是无奈。如果购房入户政策能启动，像他
这样想留在海南的人才能真正留下，他说。

有不少网民认为，不应该只看到购房入户
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也应多方考虑其带来的人
口增长压力、增加附属在户口上的社保、医疗、
教育等各种社会福利的压力等等。

来自海南省有关部门的一些数据表明，前
几年“高考移民”潮涌而至，确实缘于当年为刺
激积压房地产处置的购房入户政策。不少市
民表示，如今海口将重新启动购房入户，会不
会让高考移民重新得到“生机”？这个问题不
得不令人担忧。

一位网民发表评论说，在目前，我国城市

的户口不仅仅是个身份证明，还是一种待遇、
一种权力，其背后附带着很多的资源、比如交
通、福利、社保、教育等等，而这些资源的承载
能力是有限的。出让户口，必定会在一定程度
上损害当地居民的公共利益。海南社会资源
本来就贫乏，百姓看病，孩子入托、入学都成问
题，而一旦重启入户，必将是“引虎为患”。政
府以出让一部分市民公共利益的手段来促进
经济发展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购房入户”能否实现初衷？

海口市重启“购房入户”政策是为了利于
人才引进，鼓励住房消费、激活市场、拉动经
济，然而，对于“购房入户”能否起到如此作用，
很多专业人士表达了相反观点。

海南旅游发展研究会秘书长王健生表示，
纵观全国省会城市的房价，海口目前的房价相
对来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不能体现热带滨海
城市资源的实际价值，如果通过购房入户刺激
消费并吸引人才，被吸引来的人群可能和海口
市政府所期待的“人才”不太对等，长远来看还
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况且目前海口的户口政策
也并没有影响到人才的引进。他认为出台购
房入户政策应更为谨慎。

一些地产界人士认为，海口 2005 年取消
“购房入户”政策并没有打消岛外购房者的热
情，从近３年数据看，海南楼市外向型特征日益
凸现。2006年到2008年，海口岛外人士购房面
积 占 售 房 总 面 积 的 比 例 由 55％ 上 升 到
57.99％。这说明购房者看中的更多是城市以及
社区的整体宜居环
境、气候环境等。

对于这项政策
可能对于“高考移民”
的影响，海南省教育
厅办公室负责人对记
者说，海南的户口问
题因高考移民而变得
十分复杂。近年来省
政府出台系列政策，
例如对考生的户籍、
学籍进行严格规定，
严堵高考移民。根据
海南省 2009 年高考
报名要求，本人及其
法定监护人在海南有
常住户籍３年以上
（含３年），有固定住
所和省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认定的海南高中

阶段学籍并在该省学校修满学制规定年限（含
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技工学校毕业的应
往届毕业考生），都可以在海南申请报名，且不
受报考批次的限制等。

这位负责人说，经严格限制，2006年以来，
海南高考移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可以肯定
的是，政策环境发生部分变化，如今的“购房入
户”和当年的政策相比已有很大差别。但由于
户籍限制在严堵高考移民上起到的作用十分
关键，是否重启“购房入户”还必须统筹兼顾、
谨慎考虑。

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所长、
政协海南省委常委王毅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明确反对海口重启购房入户政策。他认为，首
先，从政府公信力角度出发，政府不应随意出
台一项政策，尤其是取消的政策再出台，要讲
究政策的持续性，维护政府公信力。其次，如
果要刺激楼市，把户口作为附带条件，是不正
确的方式。户口不是商品，不应该有价格，不
该这样与房地产搭配在一起，实行“买一送
一”，这是对户口管理方式的曲解。而且，购房
入户还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例如造成户口买
卖，以及为了买户口而买房子，从而造成商品
房空置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口市政府官员说，
据他了解，外界反对意见如此之多，主要是“购
房入户”草案拟定有些仓促，很多问题考虑不
够周全，例如在涉及教育移民的问题上，说明
得不够详细，配套政策不到位。政府在出台一
项法律政策时必须通盘考虑，才能避免“挂一
漏万”。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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