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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花城出版社的时评年选已刊行多年，广受读者赞誉。
此番受命编选2010年时评年选，于我着实是一件荣幸的事。
　　从一年间林林总总的时评中挑选百余篇，又的确是一件费力的事。
平日用心收纳自不待言，汇编成集之时，又幸得史哲先生提供其每周在《南方周末》评中评版摘编的
“一周高论”，为年选夯筑扎实根基，加之时评界内诸多高士襄助，遂成就了目前的130余篇2010年时
评选本。
本选本责任编辑文珍女士的意见与操持亦不可或缺，谨此一并致谢。
　　本选本的入选范围，限定为公开发表于中国报章杂志的时事评论。
具体时间跨度，袭用花城出版社年选的惯常体例，始于2009年11月1日，止于2010年10月31日。
目录编排也以发表时间先后排序。
　　任一选本皆受限于编选人的倾向与眼力，不过，自信入选时评能够道出独到认知价值，于纷繁世
道中拨开迷雾。
此不赘言，还请读者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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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10年中国时评年选集，书中收录了《“凯旋门”背后的权力之手》、《航班延误本质是
“不完全合同”问题》、《谨记CNN远不只是放国家形象广告》、《国美战争背后的游戏规则》、《
菲人质案：我们需要的是有理由的宽恕》、《壹基金之困亦是公民社会建设之困》、《为什么我们离
科学那么远》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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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光东
　　法学博士，1990年代末于华东政法大学读研期间开始撰写时评，因“九八洪灾”而写的《国旗为
谁而降》风行一时，十年之后，国旗终为汶川地震死难者即普通民众而降。
《凭什么不准在校大学生结婚》一文数年后推动法律修改。
“邱兴华案系列评论”、《让每一个中国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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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意见充分表达是成熟社会的标志
给“打黑”案辩护律师一点掌声
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
北大的独食和偏食
生命价值至高不、自强调一千遍
应强化“中国制造”广告效应中的企业诉求
纳税人权利远不止公告的这些
成都拆迁事件必须有人负责
假如重庆市人大不接受王鸿举辞职
《拆迁条例》不是悲剧根源
看美国的钉子户我们心情格外复杂
官场为什么喜欢余秋雨
律师不是政客，无需顾大局
“是好是坏”之理性追问
期待一个没有墙的世界
2009的警醒：不限强权，谁能独全？

我们期待政治家的正确选择
为什么穷人总是更容易堕落
公权发起的社会运动支撑不起民俗
村民遭警察枪杀悲剧的心理根源
韦迪上任又见无公害吹捧
中国长胖了，但体质不够好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中国逻辑
人民的代表为何也亢奋地喊增税
中国互联网的理想光环正在消失
财政不独立何谈自主办学
告别失业率之谜要有“思想准备”
禁止穿睡衣上街不合理
和谐春晚，谁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春节与中国人的信仰
选举法修改应从回归常识开始
民工荒背后是年轻劳动力减少
“敲诈政府罪”：畸形维稳观生下的怪胎
温总理阐释现代价值是国家层面的自觉
政协委员唇枪舌剑与民主监督无关
一份官场文本何以引发诠注热潮
权力不与民争利才能民富国强
别让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落空
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并不少
“扰乱信访秩序罪”与权利罪名化
警惕被“城镇化”
个税调整受制于地方政府
面对惨剧，山西省卫生厅怎能先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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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为什么不能涉足房地产市场
“裸体政府”暴露财务公开的伪命题
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
未来是“湿”的别把它晾干
有没有“中国模式”
改革难在触动政府利益
选民“挽留” 人大代表能成功吗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口水能定汇率吗
“媒治”为什么是靠不住的
在买房者身上打主意能稳定房价吗
权力从来不是“愧对”的对象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稳定
不要把说理当成了诡辩
让官员成为“弱势”群体
萨马兰奇的中国遗憾
重建利益表达机制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协警救人”照片何以被误读年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校园血案背后的身份与暴力
荣誉献给集体 丑闻留给自己？

廉租房租出去后收得回来吗？

官场“过度”症
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
如何面对连环惨案
不受限制的民主
“网络实名”利害辨
改革烟草财政才是真正的禁烟
足球里有什么国家机密
只有问题，没有问题少女
民间投资新政莫又成制度的“杯具”
再论富士康现象：工厂是工厂，社会是社会
当招标制度成了药价虚高的帮凶
根除刑讯逼供 你能受得了副作用吗
中国人排队的素质与技术
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
不要活在新闻里
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
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
矿难题材电影应该怎样拍
反腐风暴里隐藏着权力内讧
奥运冠军当官的体制阴影
请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
高考作文何时能摆脱主题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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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国人不是人才？

朝鲜为何能进世界杯
“五月花号”也搞包产到户
踏实工作难致富非社会之福
人大何时开会无须看市长们的脸色
陈久霖沉浮折射国企行政监管制度漏洞
香港的“静默革命进行曲”
假发票凸显财政管理制度的漏洞
中国“两房”债券血本无归之说属无稽之谈
财政收入跃居世界第二背后的隐忧
“蚁族”的真问题
财政之要在于支出效果
由“炮楼维权案”透视语义不清的“土地承包权”
有一种劳教叫“制造恐怖气氛”
有尊严，小菜贩也能感动世界
学术界互相揭短未必是坏事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没有共同规则，谈何学术共同体
“凯旋门”背后的权力之手
百度“吆喝”假药应启动反垄断调查
官员因公出国公示请一步到位
航班延误本质是“不完全合同”问题
伟大城市要有伟大的文化创意
罢工是不是一种权利
克林顿豪华嫁女与官员“禁操办”
不能让本地人只看外地报纸
谨记CNN远不只是放国家形象广告
申遗究竟为什么
防记者甚于抗洪救灾？

国美战争背后的游戏规则
熟悉的陌生人
菲人质案：我们需要的是有理由的宽恕
“地方形象”该如何维护
不要让慈善成为中国富豪的一门生意
巴菲特来错了时间也找错了对象
中国富豪面对全球慈善新机制
领导下井不是“陪死”而是“陪生”
洗清权力原罪 中国足球才有未来
李荣融怎能说垄断有功
壹基金之困亦是公民社会建设之困
宜黄自焚暴露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弱点
“安元鼎”在看着你
为什么我们离科学那么远
区委书记为何说“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我接受了廉政公署的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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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
印度法院为何否定政府权力做小贩“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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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不管“世界是平的”还是“未来是湿的”，加诸网络世界的各种基于管理的便利而形成的
“过度管制”正在成为实现互联网核心价值一“免于信息匮乏”的一道屏障。
　　如果说互联网监管的正当性在于避免有害信息对人类的侵蚀，犹如为躯体避免感冒而打一针有效
的流感疫苗，那么，各种变异了、走样的过度管制则犹如一针针毒疫苗，扎在了以创新和信息共享为
核心价值的IT企业乃至各个从互联网获利的行业中，以及日益离不开分享信息的公众身上，使他们在
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害了信息匮乏病。
　　迫切需要根除“信息匮乏症”的，不仅仅是企业和公民，政府施政也在信息过剩时代陷入信息不
对称的困局之中，对于官员来说，获得执政的充分知情权也是他们的迫切需要。
　　早在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到中国互联网问题时说
：“我想先引用两句话，一句是萧伯纳说的，‘自由意味着责任’，一句是你们美国的老报人斯特朗
斯基说的，‘要讲民主的话，不要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要多坐地铁和公共汽车’。
中国的互联网一直保持着很快的发展，现在的网民已经超过一亿了。
中国政府支持互联网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
作为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也包括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因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懈怠。
”　　“自由意味着责任”，对于某些具体的监管部门来说，却是“责任意味着不自由”，一些人基
于自保逻辑而对互联网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做法，不仅引起了相关企业的强烈反
弹，损害着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而且，也损害着公民免于信息匮乏的自由。
这种非人性化的、一刀切的偷懒做法，完全违背了互联网精神和信息社会协同生产的核心价值，更违
背了中央的开放精神。
　　决策部门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对于经济的发展已经完全不可切割，有些基于维稳需要的特殊地区
的管制，依然离不开遵循一定的商业规则，否则就是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开放30年成果过不
去了。
　　因此，深圳意图谋求互联网特区，恰恰符合发展进步的逻辑：让人们分享人类技术革命的成果，
让公民享有在网上发表监督政府言论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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