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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加强经纪从业主体管

理，合理确定经纪服务收费，

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加强个

人信息保护……5月 8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房地

产经纪服务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从十个方面明确

监管措施，加强房地产经纪行

业管理，保护交易当事人合法

权益。

《意见》的一大亮点是要

求经纪机构合理降低住房买

卖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并引

导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经纪

服务费用。这些要求指向了

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的痛点

问题，顺应了房地产交易（租

赁）双方尤其是买方（租方）的

需求，对于房地产经纪行业规

范收费行为、促进交易公平、

降低交易负担、激发交易活力

具有多维积极意义。

之前多年，房地产市场快

速发展，带动了房地产经纪机

构和从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

服务内容不断拓展。同时，房

地产经纪行业的收费也出现

了不少问题，广受诟病。有

些经纪机构不公示服务项

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或

有口头说价、混合标价、捆绑

收费等行为，在履行明码标

价义务方面有明显瑕疵；有

些经纪机构利用市场支配地

位，利用房源客源信息优势，

收取过高费用；有些经纪机

构或从业人员还“要求”或引

导买方单独承担经纪服务费

用……这些问题损害了市场

公平，加重了交易当事人的

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

了其合法权益。

近两年，房地产交易，尤

其是二手房交易明显降温，房

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人们对

经纪服务费也即“中介费”等

房地产交易的成本变得比较

敏感。如果经纪服务费过高，

或者经纪机构存有这样或那

样的不规范收费问题，给交易

当事人带来了较大的交易成

本压力，就可能会拉低其交易

意愿，对房地产成交量产生消

极影响，不利于盘活房地产存

量，促进市场良性循环。

显然，规范房地产经纪服

务收费行为，合理降低房地产

中介服务费用，非常必要。最

大限度挤出房地产流转过程

中的经纪服务费“水分”，剥离

不规范的收费部分，降低房地

产交易成本，推进交易成本合

理化、透明化，既有助于减轻

交易当事人的负担，增强市场

交易的积极性，也有助于维护

房地产经纪服务市场秩序，消

除阻碍市场良性循环的障碍，

促进房地产行业乃至房地产

经纪行业的健康发展。

要合理降低房产中介服

务费，需找准合理的抓手。第

一个抓手，也即干预切入点

是，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依

法对经纪机构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以不公平高价收取经纪

服务费用、捆绑收费、不明码

标价以及利用格式合同设定

霸王条款收费等行为进行全

面整治，发现违法侵权问题

后，采取立案查处、限期整改、

曝光、失信惩戒等措施进行干

预，并用约谈、行政指导等手

段教育引导经纪机构遵循公

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需等

情况，为交易当事人提供价

格合理的经纪服务。

第二个抓手是，住建、市

场监管等部门依托《意见》，

进一步研究优化房地产经纪

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在示范

文本中明确经纪服务项目、

内容和收费标准，明确交易

当事人以及经纪机构的权利

义务，对交易双方共同承担

经纪服务费达成约定。在此

基础上，积极推广示范文本，

拓展示范文本的适用范围，用

示范文本的标准契约影响力

来调整房地产经纪服务关系，

规范经纪服务收费行为，控制

经纪服务收费标准，维护交易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握牢上述两个抓手，优化

《意见》核心要求的落地效果，

让各方对合理降低房地产经

纪服务费产生更强的获得感，

以此促进房地产市场尤其是

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和复苏。

合理降低房产中介服务费需找准抓手合理降低房产中介服务费需找准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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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招商引资是地方抓经济、

强产业的有效手段。有媒体

记者近期在基层走访时发现，

部分地方政府为争项目加码

招商政策，互挖存量企业。其

中滋生出的政策无效耗损、

“超常规优惠”等问题，不仅加

剧了地方负担，更助长部分企

业“短期套利”心态，不利于高

质量发展。

@戴先任：招商引资、工程

建设等，是发展地方经济、服

务民生的好事。地方政府对

此予以重视，本值得肯定。但

一些地方本末倒置，破坏了当

地的营商环境。不能让“画饼

招商”“挖墙脚”式招商加剧内

耗，毁了营商环境；也不能让

宝贵的招商引资补贴被无良

企业套取、骗取。只有补上招

商引资的制度漏洞，地方政府

在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时，做到

诚信为先、专业为先，才能防

范“政企互伤”，才能做到“政

企共赢”。

@《江西日报》：各地要根

据发展定位、发展基础和资

源禀赋，统筹布局招商项目，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各

地优势得到最大发挥。建立

存量项目流转审查制度，对

重点领域存量项目流转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防

止通过“政策比拼”开展恶性

竞争，重点遏制“挖墙脚”等

不良现象。

@半月谈：地方之间在招

商领域展开合理竞争，有其积

极作用，但是，一些只能带来

内卷内耗、恶性竞争的招引争

夺战，无益于地方发展。招商

引资乱象的背后，是部分地方

产业同质化、考核体系不协调

等一系列深层次、系统性问题

的集中体现。要划底线、设上

限，严格限制“超常规优惠”；

区分存量搬迁与增量投资，减

少无效投入；推进统一大市场

建设，让良好营商环境成为招

商主引擎；要鼓励各地加快打

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以优质的制度供给

和制度创新，推动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

■戴先任

摘蜂窝、帮开门、救宠物

……这些社会救助中常见的小

事，却成了119热线整日面对的

难事。一边是难以推辞的群众

求助，一边是“非紧急占大警

力”问题日益凸显。面对统筹

群众利益无小事和消防救援主

业之间的关系，科学减负的改

革破题之路如何走？

当前，“有困难找消防”成

了老百姓的共识，诸如救猫救

狗、抓蛇、开门、取钥匙等，不少

人寻求帮助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拨打119。实际上，这些社会救

助中常见的小事，很多并不属

于消防部门应急救援范围。

消防人员具备进行消防安

全救援及其他技术救援的能

力，在警力充裕的情况下，力所

能及地处理一些困扰群众的小

事，能够更好体现消防部门积

极为民服务、为民解忧的职责，

也拓展了消防救援职能。但摘

蜂窝、帮开门、救宠物等警情，

可能占用甚至浪费大量的警力

资源，还可能影响消防部门应

急救援的主业。比如广西壮族

自治区，在全区社会救助类警

情中，非紧急一般社会救助类

警情占比60%以上，年均1万余

件；在北海市，摘马蜂窝一度占

到北海消防救援支队全年社会

救助类警情的半数以上。此类

现象在全国也是共性问题。

对于上述“小事”，消防部

门不能简单拒绝，必须要找到

响应群众“小急难”需求与保

障消防主业之间的平衡点。既

要处理好群众“小急难”需求，

又要让其不占用大量应急救援

资源。

对此，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一些探索值得各地借鉴。如从

2020年 9月起，广西消防推动

非紧急性一般社会救助类警情

处置改革，采取无偿联勤协作、

有偿联勤服务与消防专班处

置相结合的协作模式。通过发

挥社会力量优势，盘活社会各

方力量扩大救助人力物力，并

优化响应机制，强化指导、考

核，不断提升联勤服务质量，在

为基层消防科学减负的同时，

让群众“呼有所应”，有助于兼

顾群众“小急难”需求与更好

承担起消防主业主责。

需要指出的是，为基层消

防减负的同时，还要培养广大

群众的消防意识，加强普法宣

传，让公众了解119报警电话的

受理范围。对于一些拨打119

电话进行恶意骚扰、报假警等

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法处置

等。守护119“生命热线”畅通，

让一直负重前行的消防部门减

轻不必要的负担，才能让其更

好地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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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藏陷阱

“0基础就可以上岸”“两科

3万元，不过全额退款”……近

年来，参加基金从业人员资格

考试的人员不断增加，由此引

发了相关培训热。虽然培训费

动辄上万元，但大量考生仍趋

之若鹜。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培训机构广告宣称的“0复习保

过”服务往往涉嫌诈骗，而“透

题”或帮助现场舞弊的行为则

更可能涉及违法犯罪。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