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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交物管费成失信被执行人应有共识
　　于近日提交一审的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草案）》拟规定，拒
不交纳物管费的业主或
将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引起市民热议。对
此，南都NDX实验室热
点站发起了网络调查。
结果显示，近七成网友
反对拒不交纳物管费就
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有超过八成网友认为要
分情况区别对待。
　　从调查情况来看，
“拒不交纳物管费的业
主或将录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规定，还未
能形成更大共识。从趋
利的角度看，权利受到
限制都难免会引发不适。
在拒交物管费的各种理
由中，还包括对“物业
服务不满”的合理诉求。
当大多数人把拒交物管

费作为利益博弈和维护
权利的一种手段，作为
与物业公司讨价还价的
工具，这种行为就具有
普遍性的共识并成为路
径依赖。
　　欠债还钱，天经地
义。物业作为一种特殊
的服务，受到合同的限
制与约束，双方都应当
按照合同的要约来享受
权利和承担义务。物业
公司应按照要求，承担
好公共物业及配套设施
的维护保养、安保、保洁、
相关公共保险的服务，
同时对个性化的要求尽
量满足，业主则应依照
合约在规定的时间内足
额缴纳服务费用，不让
物业公司陷入“无米之
炊”的困境。
　　缴纳物业费与做好
物业服务之间，具有“本”

与“源”的依存关系。
物业公司对产权人委托
管理的房屋、设施及其
公共部位进行维护、修
缮等，都需要大量的经
费保障。如果没有经济
基础作为支撑，物业公
司连正常的运转都困难，
更无法提高服务的质量
与水平。
　　法理与情理不能混
为一体，即便没有专业
法律的明确规定，在具
体的司法实践中，“拒
交物业费被纳入失信人
名单”也不存在法律上
的障碍。从法律角度讲，
如果业主因为拒不交纳
物业费，被物业公司诉
至法院而输了官司，判
决生效后作为被告方的
业主应当履行，如果妨
碍、抗拒执行就会被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受到“一处失信，处处
受限”的惩戒。至于“交
了物业费之后，如何督
促物业公司”的诉求，
则应采取另外一种途径，
而非权利救济的正确打
开方式。
　　用不交物业费来表
明态度和伸张权利，不
是正确的方式也与法治
原则背离。之前，已有
诸多的案例可用来“以
案说法”，比如靖江某
小区业主黄某因停放在
小区内的一辆自行车被
盗，而拒交三年物业费，
败诉后被强制执行了
三千多元，差 400 元未
执行到位，之后法院作
出执行裁定书，将其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限制了其乘坐高铁的权
利。事实上，之所以近
七成的反对意见不应得

到支持，一方面在于法
律给了其他救济渠道，
比如法律规定，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或者物业服
务合同终止后，物业服
务企业拒绝退出的，业
主可以不支付合同终止
后的物业服务费。另一
方面，这也是保护绝大
多数人利益的需要，避
免因为少数人的行为形
成跟风效应。
　　最正确的做法，还
应在权利受到损害时，
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讨回
公道。否则，维权者就
会成为秩序的破坏者。
这是一条底线，更是一
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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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家超市，人们
线下购物时自己带环保
袋或为塑料袋付费，线
上购物时电商平台却免
费提供塑料袋，且打包
时毫无节制。外卖时，“打
包盒+塑料袋”是标配，
部分中小商家所使用的
塑料袋质量低下。一位
快递员表示，自己每天
要经手三四十个塑料袋，
现在不少店家的包装越
来越精美，除了塑料袋
还有纸袋、无纺布袋等，
但无论是精美还是简陋，
“客户吃完往往直接扔
了”。

　　“限塑令”刚刚推
出时，超市等场所塑料
袋付费引发了大家的关
注，随着塑料袋收费越
来越深入人心，电商领
域却仿佛成了“法外之
地”，塑料袋无偿使用，
甚至过度使用的情况比
比皆是。一份外卖，为
了避免倾洒，左一层又
一层的塑料包装，然而
其使命只有短短几十分
钟，外卖送达，塑料袋
也就成了垃圾，电商领
域的塑料使用问题已经
不能再被忽视了。
　　电商领域塑料滥用

一方面会对环境造成严
重污染，各种塑料制品
数量多而又寿命短，仅
仅只为配送过程服务，
货品送达，使命完成，
就变为垃圾，白色垃圾
数量增加，加重了环境
负担；另一方面，“限
塑令”在电商领域的自
动隐身拖了环保意识的
后腿，经过十余年的努
力，越来越多的人理解
“限塑令”并积极接受，
但是电商领域的免费提
供与过度包装无疑拆了
“限塑令”的台，消费
者深感方便的同时忘记

了塑料制品的污染，环
保意识自然没有跟上。
因此，针对电商领域，“限
塑”新招的推行已经刻
不容缓。
　　电商领域“限塑”
还需要新手段发力。首
先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填补电商领域的法律空
白，将“限塑令”的适
用场所延伸至网络电商，
适当收费，同时增加消
费者减少使用塑料袋的
选项；其次加强执法监
管，对于各大电商施行
常态化监管，对于违规
商家进行相应处罚；最

重要的还需要加强科技
支撑，加快绿色包装研
发，同时降低成本，环
保的同时保障商家的利
益不受损失，让包装趋
于绿色，这才是治本之
策。
　　随着消费市场从线
下到线上的转移，“限
塑令”也该跟紧步伐，
填补空白，用一系列新
手段来为我们的环境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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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过度包装，“限塑”转向线上

　　据统计，我国共有
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和老
年学校 6.2 万多所，在校
学员有 800 多万人，参
加远程学习的学员有 500
多万人，位于南京的金
陵老年大学每学期有 1.3
万人次就学，北京的老
年大学在报名前一晚就
排起长队，学习名额一
位难求。在老年大学里，
学员们不仅可以陶冶性
情，丰富自己的退休生
活，还可以学习到新的
生活技能。可以预想到，
在我们这新一代老去的
时候，也能在老年大学
里学到与时共进的新知
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已崛起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其中的重要增
长动力是人口红利。与
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老
龄化不同，中国的老龄
化状况是未富先老。据
瞭望智库显示，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
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达到 6.96%；随后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老年人口逐年攀升，到
2018 年这一比例已达
11.93%；2025 年这一比
例将达 14%。
　　社会对老年人往往
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脱
离工作岗位后，在家养
鱼逗鸟，安享晚年，因
为他们已经年老力衰，
在各个方面都不及年轻
人。但我们应该预想到

的是，当代老年人也能
撕掉这个落后的标签，
在新时代带来“老年红
利”。
　　据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我国 60 ～ 69
岁低龄老年人中有 11.2%
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
在 50 ～ 59 岁的准老年
组（在 2030 ～ 2039 年进
入老龄）中，这一比例
为 22.0%。未来，老年人
会“一代更比一代强”，
并且，时代的前进会让
老年人“扬长避短”，
固有的生理上的劣势可
被相当程度地抵消。在
未来的几十年，随着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蓬勃发展，老年人的
生活、出行、社会参与

愈发便捷，将会有数量
更多、年龄更大的老年
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
的实施，我国的人口老
龄化造成年轻型社会转
变为老龄社会，这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关
注其既有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挑战的同时，也
不应忽视随之而来的老
年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
这种“老年人口红利”，
在老龄化社会发育程度
较高的一些国家已经有
不少先例。英国医生威
廉·弗兰克兰在 65 岁退
休之后，仍在义务为病
人诊断，如今 100 多岁
的他却完成了五篇学术
论文。英国画家萝丝·怀

利，为了照顾家庭放弃
了自己的绘画事业，然
而等她 80 多岁才真正迎
来绘画事业的高峰。
　　老龄带来了老年消
费需求的扩张与升级，
长期将促进老龄金融、
老龄用品、老龄服务等
产业的发展，这也将会
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的鼎柱。正如世界卫生
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
博士所言，只要有积极
的态度、明智的政策与
到位的服务，人口老龄
化完全可以被视为新的
发展机遇，前景是乐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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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完全可以被视为新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