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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客车摇号背后的治堵之路

我国拟立法要求建立政府粮食储备体系

6月25日，北京一律所发布通告称，鉴于四
川大学对张姓同学的处理，认为该校毕业生品
质难以信服，故该所不再招聘四川大学毕业生。

此通告很快引发争议，但该律所负责人王
炳峰律师依然坚持，并回应媒体称该公告并无
就业歧视之嫌，暂不会改变拒聘四川大学毕业
生的决定。

6月21日， 四川大学对地铁偷拍乌龙事件
进行了回应，已依据法规和校纪对张姓学生进
行了留校察看、留党察看处分。

对于事件的处置结果，不同主体各种声音
不断，至今舆论场上尚有余波。对张同学的处
理需要依法依规，但并不需要一个“第三方”站
出来大义凛然。

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在就业市场，企业
面向全社会的公开招聘， 牵扯就业资源分配，
关系求职者的前途，绝不是随意抒发企业“一
家之言”的地方，更不是表达律所态度意见的
审判庭。

每家律所都有自己的用人规则可以理解，
但毫无依据拒聘四川大学毕业生，则是赤裸裸
地在就业市场搞事情，张同学的个人行为没有
让整所大学背锅的道理。

该律师不分青红皂白， 对一群人一概而
论，把就业市场当成了审判庭，被不少网友视
为炒作，刷存在感。借机蹭热点哗众取宠，不仅
是对求职者的不尊重，更是砸了自己的饭碗。

舆论场是舆论场， 就业市场是就业市场。
作为律所， 本是懂法守法依法办事的地方，不
能置法律于不顾，企业有用人自主权，不代表
自主就能随心所欲。

一个为大众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借由社
会热门事件，在就业市场挥舞大棒搞无差别歧
视，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知法犯法”，揣着明
白装糊涂。

随随便便拒绝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干扰了
正常的就业市场秩序， 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也
造成了就业歧视，相关就业管理部门及法律应
当对该行为加以限制。

目前我国劳动法中， 明文规定了劳动者
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
受歧视。

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歧视概念不清、适
用范围不清、法律责任归属模糊等问题。

律所拒绝川大毕业生虽是个例，却应该引
起相关部门关注。就业市场上学历歧视、地域
歧视甚至性别歧视仍存在。甚至在今天，因媒
介影响不断扩大，荒谬地出现了针对热点事件
相关群体的歧视。

互联网时代下舆论场千人千面，不能助长
这种“观点”歧视越过法律红线。不少用人单位
片面制定一些隐性门， 将无辜求职者挡在门
外，必须用法律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维护
就业市场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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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拒招川大毕业生，就业市场不是“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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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0个指标

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获
悉， 本期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
计14300个，家庭申请人与个人申请人同池摇
号，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600个。从摇号
现场配置结果看，14300个指标中， 配置家庭
指标数8924个，配置个人指标数5376个，超六
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家庭中签概率高
于个人。

据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消
息，申请审核情况方面，截至2023年3月8日24
时的小客车指标申请，经审核，家庭普通小客
车指标申请共计619173个有效编码， 个人普
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506499个有效编码，
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43098家。

与上次摇号（2022年12月）的情况对比，

本次摇号在申请审核方面情况有所变化。家
庭、 个人和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的有效
编码数量小幅下降， 降幅分别为40637个、
75644个和10440家，而本次摇号配置的总指
标数量保持不变，申请人普通小客车指标（油
车指标）中签率存在小幅上升。

不过，总体上，北京的摇号中签率仍旧
较低。一位北京市民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她摇号已经七年，此次未能中签，即将进入
第八年。除北京外，其他城市的摇号也呈现
出一派“卷”势。2022年11月天津市小客车
摇号配置结果显示， 个人的普通车摇号仅
仅一个月就有超过50万人申请， 但指标计
划配置数只有7000多，中签率只有1.44%。
在杭州， 个人申请的小客车指标摇号的申
请人数月均在100万人上下， 但是每个月
的计划指标配置只有5000个上下，中签率
低至约0.5%。

机动车保有量712.8万辆

2021年1月1日，《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
暂行规定》开始施行，这一新政对指标申请和
配置的时间进行了调整， 由以前的每年配置
六次改为配置三次， 其中5月配置新能源指
标，6月、12月配置普通指标，明确优先向“无
车家庭”配置小客车指标。

据悉，北京摇号新政的施行，是为了实现
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有效缓解交通拥
堵、改善生态环境。

数据显示，近年来，北京小客车的增势确
实相对平稳。今年3月公布的《北京市2022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 截至
2022年末， 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712.8万辆，
比上年末增加27.8万辆。2021年末全市机动
车保有量685万辆， 比上年末增加28万辆。从

政策实行前三年来看，2020年末北京机动车
保有量657万辆， 比上年末增加20.5万辆。
2019年， 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636.5万辆，
比上年末增加28.1万辆。2018年末全市机动
车保有量608.4万辆，比上年末增加17.5万辆。

“虽然数据看起来没有下降，但如果没有摇
号政策，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或将更为严重，所
以有必要认可摇号政策带来的正面影响。”北京
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产业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宋向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商业及战略管理专家、 她力量创始人
&CEO卢步云也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 摇号
“卷” 的本质便是对新增小客车数量的限制，
倾斜以家为单位来满足基本出行， 而非继续
扩充私家客车数量。“毕竟当下新能源车是主
流，无人驾驶是未来，收窄私家车牌照数量，
对舒缓道路拥堵， 降低尾气排放有一定的治
标作用。为降低碳排放，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

长远规划，用新能源车取代客车（油车）是必
然趋势，在统一规划中会实现逐步过渡，限制
新增油车上牌数量，以全盘角度来看，这对消
费者而言未尝不是好事。”卢步云表示。

摇号政策也非万能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
控暂行规定》公布，北京成为国内首个发布汽
车限购令城市。截至今年1月，全国已有8个城
市或省份实行了汽车限购限牌， 拥有摇号制
度的城市有北、上、广、深、杭州和天津，摇号
中标的概率都是0.5%左右，其中深圳0.22%为
最低，海南的摇号中签率最高，接近95%。

多地中签率较低， 或与各地汽车保有量
居高不下有关。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3年3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2亿辆，其中汽车
达到3.2亿辆，驾驶人达5.1亿人，每年新登记
机动车3400多万辆，新领证驾驶人2900多万
人，总量和增量均居世界首位。

此外，根据公安部2022年底的数据统计，
全国有84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
同比增加5个城市，39个城市超200万辆，21个
城市超300万辆，其中北京、成都、重庆、上海、
苏州超过500万辆，郑州、西安、武汉超过400
万辆，深圳、东莞、天津、杭州、青岛、广州、佛
山、宁波、石家庄、临沂、长沙、济南、南京等13
个城市超过300万辆。今年以来，城市车辆还
在快速增长， 据了解西安的汽车保有量已在
今年5月超过了500万辆。

“实行小汽车摇号， 可以控制汽车数量、
减少道路拥堵、 提高交通效率、 改善城市形
象，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好的环境。”宋向清认
为，“但从交通管理的角度来看， 摇号政策并
不是万能的。”

宋向清指出，要多管齐下，可以提高公共
交通设施的质量和数量， 增加公共交通车辆
发车频次， 增建地下停车场等等。“也可以借
鉴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的做法，
比如大量设置单行道、增加天桥数量等等，让
人流和车流绝对分开。”宋向清表示，“从北京
来看，不少做法在北京已经实现了。整体上，
北京和全国不少地区现有的公共交通设施质
量以及地下地上的停车系统等近年来取得了
十足的进步， 但是还要进一步适应城市发展
的需要，进行相关公共交通设施的再完善、再
调整。”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草案共11章69条，包括总则、耕地保
护、粮食生产、粮食储备、粮食流通、粮食加
工、粮食应急、粮食节约、监督管理、法律责
任和附则。

据了解，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
体较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足，市场
供应充裕。与此同时，我国粮食需求刚性
增长，粮食安全仍面临耕地总量少、质量
总体不高、粮食稳产增产难度加大、储备
体制机制有待健全、流通体系有待完善、
加工能力有待提升、应急保障有待加强、
节约减损有待规范等诸多问题挑战。制
定粮食安全保障法， 对推动解决上述问
题具有重大意义。

草案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耕地保护
和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等环节以
及粮食应急、节约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全
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切实提高防范
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 保障粮食有

效供给，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草案专设“耕地保护”一章，规定划
定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 严格保
护耕地；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调动耕
地保护责任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等。

为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草
案规定，建设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建立
种子储备制度； 鼓励推广普及粮食生产
机械化技术； 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
机制，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价
格形成机制， 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
极性等。

草案规定，完善粮食储备体制机制。
建立政府粮食储备体系， 科学确定政府
粮食储备规模、结构和布局，确保数量
和质量安全；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指导规
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建立企业社会责

任储备， 鼓励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
主储粮。

为完善粮食应急管理体系， 提升粮
食应急保障能力，草案规定，建立统一领
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粮食应急
管理体制，加强粮食应急体系建设，健全
粮食应急网络，制定粮食应急预案。

草案明确， 全链条规范粮食节约减
损。草案规定，禁止故意毁坏粮食作物青
苗； 食品生产经营者引导消费者合理消
费，公民个人和家庭树立文明、健康、理
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加强节粮减损技术
保障， 推广应用粮食适度加工技术和节
粮减损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此外， 草案还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规
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与土地管理、农
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反食品浪费、
安全生产等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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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客车指标
下半年申请时间、摇号时间

申请期 8月1日-10月8日

审核期 10月9日-11月8日

公布审核结果 11月9日

复核申请时间 11月9日-23日

公布复核结果 12月25日

指标配置时间 普通指标12月26日

普通小客车指标3万个

新能源小客车指标7万个

●家庭和个人指标额度共计63600个
（其中家庭指标额度50880个、占比80%，个人指标额
度12720个、占比20%）

●单位指标额度3600个

●营运指标额度2800个

●家庭和个人指标额度共计28600个
（家庭和个人同池摇号）

●单位指标额度1200个

●营运小客车指标额度200个

6月26日上午， 北京进行

今年第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

（油车指标）摇号。结果显示，超

六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家庭中签概率高于个人。总体

上看， 北京摇号依旧非常

“卷”，而全国其他大城市的状

况也不容乐观，多地中签率仅

在0.5%左右。

有关分析表示， 摇号政策

可以控制汽车数量、 提高交通

效率、改善城市形象，有必要认

可其带来的正面影响， 但与此

同时，从交通管理的角度来看，

摇号政策并非万能， 各地还是

应当进一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

要， 进行相关公共交通设施的

再完善、再调整。

（数据来源：公安部）

总量和增量均居世界首位

截至2023年3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2亿辆

汽车3.2亿辆 驾驶人5.1亿人

为了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

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保

障法草案6月26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