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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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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热点追评

百姓话语

无主房产七成产权收归国有

要如何回应
“与民争产”之问？

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亲属如何分配遗产？
无主遗产收归国有是否合乎情理？近日，因无
继承和受遗赠人，深圳罗湖一无主房产70%
产权被法院判定收归国有，此举引发有关法
理情的争论。多名法律界人士直言，这一判定
在法律上虽无漏洞但欠缺情理，建议修法拓
宽继承人范围，并明确尽了赡养义务的亲属
是否享有继承人资格，“好的判决可以形成良
好的导向，不让做好事者寒心”。(4 月 21 日澎
湃新闻)

本案中，所谓“无主房产”的专业称谓，并
不足以说清楚故事的全部。实际情况是，老人
蔡某某，膝下无儿无女，年老后投奔侄女，由
侄女为他养老送终。又因为老人生前并未订
立遗嘱指定继承人，其房产才变成了“无主房
产”。应该说，自始至终，“侄女”都尽到了如子
女一般的赡养义务，却未曾享有和子女一样
的继承权利，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根据

《继承法》，包括侄女在内的亲戚统统都不属
于法定继承人，继承主体有限，可说是造成

“遗产无主”的重要原因。
其实，现有法律也明确了，“继承人以外

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适当
遗产。”只不过，这里所说的“适当”，实在是个
不容易把握的概念。本案中，法院判决“侄女”
分得老人所留房产 30%的产权，可很显然，公
众和许多专业人士，都不认为这一分配比例
是“适当”的。

针对“无主房产七成归国有”一事，舆论
的发声其实存在着两个鲜明指向：其一，就是
呼吁“尽量避免财产成为无主财产收归国家
或集体所有”；其二，则是主张“财产继承权利
必须与赡养付出相匹配”——应该说，这两方
面的吁求，最直观体现了民众捍卫自身产权
的敏感，也表达了有关“做好事必当有回报”
的善恶因果论。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理应在
立法、司法的相应环节得到呼应。至少，在决
定无主房产是否收归国有时，还是要先考虑
其可能的负面示范才是。

简单将无主房产收归国有自然不妥，可
是无论是“扩大继承主体范围”还是“以赡养
贡献决定继承权利”，这些在法律上都是极其
复杂的课题，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倘若仓促
调整，稍有不慎就可能诱发道德投机风险和
民间争产纠纷。在此背景下，如今最好的解决
办法，或许还是要依赖于法官在实践中发挥
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
此外，还是要呼吁，老人们用好“指定继承”

“遗嘱库”这类法律和技术工具，从根本上确
保自我意志得到完整实现。 然玉

近日，为自己维权的西安奔驰车主王某被指“卷
款跑路”，陷入欠款疑云。对此，王某的男友陈星(化名)
回复北京青年报记者称，要把企业和个人分开，而针
对欠款金额陈先生则称，几乎没有欠款。(4月21日《北
京青年报》)

坐奔驰车引擎盖上维权的女车主王某，一时间成
了消费者维权的榜样。但谁知“人怕出名猪怕壮”，随
着维权事件的持续发酵，有人称王某和男友涉嫌千万
元级诈骗以及款项拖欠，让王某陷入欠债疑云，而这
也让王某的形象一落千丈，由“维权先锋”变成“老赖”
甚至骗子。

王某是否欠债不还还有待核实，应予厘清的
是，如果王某所涉的是企业纠纷，且她并非公司法
人代表，也需要将个人与企业分开，不能不分青红
皂白对她进行道德抨击；另外，就算王某涉嫌欠债

不还，也与她因为所购奔驰车漏油而维权的行为并
没什么冲突。

现在舆论对王某陷入欠款疑云大加指责，正是认
为“维权先锋”与“老赖”之间的身份“严重违和”。其实
要看到的是，王某购买的奔驰车漏油，她权益受损奋
起维权，与她是否牵扯其他的民事纠纷并无太多关
系，就算她欠款不还，她作为消费者，在权益受损的前
提下，也有权利进行维权。如果认为她存在欠债不还
的嫌疑，就认为她坐奔驰车引擎盖维权是虚伪、造作，
是骗取舆论同情，这样的判断就混淆了是非，是一种

“泛道德化”的指责。
当然，如果王某欠债属实，她是“老赖”，却能购买

价格昂贵的奔驰车，进行高消费，这确实是一种失信
表现，是应予指责。

判断是非，要一码归一码，王某因为所购奔驰车
漏油而维权，对于这一事件，奔驰官方已经道歉，双方

已经达到和解，可以肯定王某的维权合情合理。而这
起事件也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维权风浪”，对于消费者
维权、对于商家如何做好售后服务、对于监管部门如
何尽好监管责任，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个
角度来看，王某“功不可没”。所以，不能因为王某陷入
欠款疑云，就对王某的维权行为也予以否定，两件事
情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其实，目前疑似被欠债的商户反向王某及其公司
维权，这一事件与王某“坐奔驰引擎盖上维权”事件不
仅并不冲突，两者反倒应是公众都乐见其成的事情，
是“一体两面”，是同一个维权故事的“上下集”。

这一“维权连续剧”也告诉世人，在这个法治社
会、信用社会，不管你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应该守
诚信、重承诺，只有以信待人、以诚待人，才会受到舆
论支持、法律支持，反之，只会遭受他人唾弃，自己的

“如意算盘”最终也将落空。 戴先任

当今社会，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观点多元相互
撞击……一些人一时难以适应，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负面
情绪。发泄屋利用破坏性疗法的原理，通过暴力毁坏物
品的手段，让顾客来此“一砸为快”。顾客释放了来自生
活和工作的多重压力，得到某种享乐，商家也从中获得
收入。因为发泄屋比较适合现代年轻人的减压、好奇的
消费心理，故而生意不错，成为网红。

然而，发泄屋是参与者通过击碎、损坏和破坏所提
供物品来达到减压和享乐目的，过于依赖、沉迷其中可
能弊大于利。一者，砸烂物品是个体力活，“发泄”结束，
有人感觉“很累”，砸烂的废屑一不小心还可能使人受
伤，何苦来哉？二者，破坏欲会让人上瘾，“暴力性”的发
泄方式，虽然使人获得短暂爽快，但走出发泄屋，回归不
能任意打砸的现实，反而会对发泄者产生不良的后续影
响。三者，商业化的发泄屋价格也不算便宜，花钱到发泄
屋“买单”，无形中又增加了自己的经济开支，而这种“暴

力性”减压方法其实可以通过运动、阅读、做家务等其他
方式代替，既节省了开支，也可以重复、持续地转移注意
力，减缓压力，其效能高于发泄屋，大家不妨一试。

更严重的是，对一些到“发泄屋”砸模特、砸儿童玩
具的人来说，这些被砸的物品实际上起到的是目标替代
的作用。这种发泄会容易形成一些定式，体验者会习惯
使用这种方法。一旦找不到发泄的替代物，就可能会对
原有物进行攻击，因此，过于依赖发泄屋排泄压力有可
能诱发犯罪。

由此可见，发泄屋不是排解压力的良方。面临强大
压力的现代人需要认识到，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在重
压和挫折面前，要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增加适当的运
动锻炼，改善睡眠障碍，学会给自己减压。当受到负面情
绪侵扰或遇到自己一时无法克服的困难，尝试向外界求
援，用科学方法合理解决，逐步加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
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斯涵涵

“奔驰女”维权和是否欠债
应该“一码归一码”

近日，有家长反映称，在孩子学校发的《新编学生
字典》里，关于“自”的词条，出现了组词词条“自慰”。该
家长认为，该字典选词不妥，并且自己无法跟孩子解释
这个词。但也有家长向记者表示，自己对字典里出现该
词持支持态度。加强性教育很重要，“为了让孩子保护
好自己，也保护好别人，家长们不应该谈性色变，这是
观念的倒退。”（4月21日《新京报》）

不可否认，性教育在中国长期是一个令人难以启
齿的敏感话题，如何将“性”告诉孩子，让家长和老师们
最为尴尬和头痛。青少年很难接受到正式、系统的性教
育，处于性知识贫乏，性教育观念陈旧的状态。如此语
境下，学生字典出现“自慰”词条，引起家长争议，甚至
有家长称有点“污”，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在笔者看来，

“自慰”入学生字典引争议，恰恰暴露出了青少年性教
育还存在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的大量涌
入，人们的观念也逐步发生了变化。2002年1月，中国第
一部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伴随着社会舆

论的关注和争议正式出版，这意味着性教材，公开摆上
了学生的课桌。然而，性教育在义务教育体系中，依然
被限制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

由于学校缺少公开、持久、正确的性教育，当代中
小学生的性知识可以说是既丰富又贫乏。他们的性知
识来源途径十分复杂，例如色情刊物、光碟或是互联
网等等。这些以感官刺激为主，甚至诱导犯罪、粗俗的
性知识，反而使他们的身心在成长的关键期受到有害
影响。

可见，“自慰”入学生字典，是倒逼性教育进课堂。
首先，教育部门及学校应将性教育纳入生命安全教育
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中予以实施。同
时，学校的性教育应坚持强制性和普及性并重，将其置
于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同等重要位置，着力解决性
教育师资缺乏的问题，安排正常足额的课程，实行定期
考查。特别是，家长不仅要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还要
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性教育启蒙。只有这样，对学生的性
教育，才能逐渐进入法制化、制度化和社会化的健康发
展轨道。 汪昌莲

不吐不快

“自慰”入学生字典
倒逼性教育进课堂

商业化的发泄屋弊大于利
穿上防护服，戴上头盔和橡胶手套，

选一根棒球棍，进入一个封闭房间，30分

钟内砸碎约25个酒瓶……一个月内，600

多人体验了这种“发泄”的感觉。位于北

京798艺术区的一家发泄屋，近日成为年

轻人推崇的“网红”。发泄屋方面介绍，参

与者可以通过击碎、损坏和破坏所提供

物品来达到减压和享乐目的。（4 月 21 日

新京报） 漫画：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