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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改革牛”可谓一骑
绝尘，截至4月30日，上证综指和
深证成指分别收报4441.65点和
14818.64点。 在人们对后市议论
纷纷之际， 已有不少投资者希望
兑现收益。 另一个为人忽略的事
实却是， 由各地方政府主管的社
保基金却丧失了一次难得的牛市
机遇。（5月4日《证券日报》）

本着投资理财的角度， 所有
握有余钱的人和机构， 如果错过
本轮牛市，都会感觉损失大了。然
而，对于社保基金而言，笔者认为
要以安全为前提。一方面，今年一

季度之前， 谁也不能预知这轮牛
市是不是到来了、何时能到来，社
保基金的管理者，也不是神人；另
一方面，股市风险大，而我国股市
到现在为止仍然不能称得上完全
健康。此语境下，“错过牛市”之说
自然难以成立。

地方政府管理的社保基金，
是全社会职工缴出来的，不是哪
一家的私人财产。并且，各地方
政府管理的社保基金，也直接构
成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益：养
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如果
这部分钱在牛市进入，然后在熊

市被套牢，则恐怕就会“血本无
归”，老百姓的权益损失之后，恐
怕都没有说理的地方。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即各地
社保基金动辄数以亿计的超大
资本进入股市，势必会对股市的
正常发展构成巨大的影响。小小
散户，必然会在如此大规模的投
资行为中被绑架。同时，社保基
金管理者手握如此大的资金链，
它的每一手投资，都可能涉及商
业机密，如果监督不力，出现腐
败问题将不可避免。

不可否认， 早在我国“十二

五”规划纲要中，就已提出“积极
稳妥推进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
命题。但是，要明确的是，中央和
政府在这个命题上使用了“积极
稳妥”四个字。

众所周知， 即便是在欧美国
家， 拥有相对完善的资本和金融
市场， 全社会的养老金水平非常
高， 更有健全的职业年金或企业
年金， 但许多国家仍然明确禁止
社保基金入市。原因很简单，这是
全社会、全体人民的资产，股市里
的那份妄利贪恋不得， 股市里的
风险，还是不冒为好。 ■王传涛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5月
4日， 前往长沙市各个法院立案
的市民都会发现，法院的立案大
厅里， 都醒目地悬挂着这条标
语。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由立
案审查制变为立案登记制， 从5
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5月4日
是新法实施后的首个工作日，记
者调查发现，法院迎来了立案的
小高潮，一些上访多年维权无果
的案件， 今天也在法院得以立
案。（详见本报今日A03版）

新法实施首个工作日，“民告
官”的立案数量激增，成为各地的
一个较普遍现象。 这也反面印证
了过往司法过程中的“立案难”，
主要难在“民告官”。“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这句“立案审查制”变
为“立案登记制”的要点，就像是
一柄“尚方宝剑”，让“民告官”更
有底气， 也让司法机关摆脱地方

行政干预时更加硬气。
对于地方行政机构来说，立案

门槛降低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要面
临更多的诉讼风险。 短期来看，不
仅要习惯经常站在被告席上的尴
尬，还要对因败诉而增加的行政成
本有所准备，更可能担忧动辄“民
告官”有损政府权威，降低行政效
率。这些确实是新法实施后，地方
行政机构必须要面对的新问题，但
解决新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行政
相应要有法治新思维。

若想避免诉讼风险，行政机构
必须更加严格依法行政。一切行政
活动以法律至上为原则，即便站到
了被告席上， 也不用担心会败诉。
过去以权压法，“民告官”在立案环
节就被卡住，看似诉讼少了，但上
访的多了。民众上访，政府截访，两
厢纠结纠缠，彼此耗时耗力，矛盾
与风险依旧没有被化解。甚而上访

与截访起冲突，矛盾激化，地方政
府的尊严权威没守住，反而被拖入
全国性的负面舆论漩涡之中。现代
社会，唯有法治是定分止争的最公
平也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无论是
民，是官，在公正公平公开的法律
面前，辨明是非，接受裁判，解决矛
盾与纠纷， 没有比这更直接的途
径、更节约的成本、更好的办法。

因此，从长期来看，立案门槛
的降低，不意味着“民告官”的诉讼
必然增加，而是相反。首先，行政机
构更加依法行政，被诉讼的风险必
然减少。其次，民众执着于告官，往
往是像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
司》里的秋菊，要讨个“说法”，并非
都是不讲理的“刁民”。立案门槛降
低，民与官在法院平等对话，很多
案件其实只需调解，而不必进入漫
长的诉讼程序，更不会拖进旷日持
久的上访泥淖之中。“有案必立，有

诉必理”， 实质上也是个普法学法
的过程，其更大更普适的意义还在
于破除对权力的迷信，用法律为权
力与权利划清边界， 树立法治威
信，建立法治信仰。官与民的法治
素养都提高了，诉讼也必然减少。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是
新法实施的原则，也是一项庄严的
承诺。落实新法，践行承诺，对各地
法院提出了要求， 也增加了压力，
需要各地方法院以更加细致的工
作迎接挑战。但对于司法工作者来
说，没有对法治缺乏信仰更大的挑
战了，因此，为建设全面的法治社
会，付出再多努力，都值得并且光
荣。“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从根本
上为解决上访这一社会顽疾问题
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同时也从根
本上要求和约束政府依法行政，这
正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报评论员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