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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规则意识
还是规则太恶

在我们的生活中，被规则困住的情况时有发生。严格执行规则有错吗？人性化的尺度如何把握？分析人

士认为，强调制度和规则是非常必要的，但制度也存在善恶之分，也可能被一些行业里特殊的垄断部门绑架，应

该对我们现有的一些制度、法规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清理。

讲述

快100岁了，还用得着证明他的父母已经过世吗？
今年春节过后，辽阳退休

人员田香 94岁的老父亲去世
了。在进行遗产公证时，公证
处要求田香兄妹三人提供所
有继承人的情况。父亲的第
一顺位继承人包括他的父
母、配偶、子女。“我母亲早
在十年前就去世了，幸好当
时模糊地觉得死亡证明应该
有用，留存下来了。我和哥
哥、妹妹三人的现状也很容
易证明。”田香说，最让大伙
儿犯愁的是，怎么证明父亲
的父母、早就去世的爷爷奶奶

确实已经死亡了呢？
“我出生之前爷爷奶奶就

去世了，都没有见过他们，家
里也没有他们的死亡证明。”
田香回忆，兄妹几个谁也拿不
出能够证明爷爷奶奶已经故
去的文件，遗产公证便被卡住
了。“最让我们觉得死板的是，
父亲都已经94岁了，算一算他
的父母不得快 120岁了啊，肯
定早都去世了！硬是要一个
说明他们‘故去’的文件有什
么意义呢？”

公证处不肯“通融”，兄妹

三人只好琢磨着派最小的妹
妹去趟父亲的山东老家，看能
不能找当地派出所查到爷爷
奶奶的情况。不过因为年代
久远，户籍资料想必没那么完
善，大家也不抱太大希望。“我
们正在犯愁，有一天大哥突然
说，好像十年前父亲给爷爷奶
奶迁过坟，从农村老家的土坟
迁到了我们市里的公墓，下葬
之后墓地给发了两本证。我
们翻箱倒柜地找，居然找到
了，拿到公证处总算是过关
了。”

在田香看来，公证处要
求提供各种证明本身没有
错，但要就事论事来分析看
待。“比如父母都 90多岁快
100岁了，他们的父母还可能
在世吗？这种情况是不是能
考虑删减一部分材料，或者
由几个子女一起签字证明，
父母的父母确实已经过世
了。否则以前都是土葬，啥
证明也没有，也不知道要留
着。真说去原籍找，简直是
大海捞针一样啊！”

独生子女想证明自己是唯一继承人，更加麻烦!
和田香他们“幸运”地

找出墓地下葬证明不同，身
为独生子女的薛女士还真就
没法证明自己是母亲的唯一
继承人。她同样卡在了“证
明母亲的父母，即外公外婆
已经去世”这一关，最后不
得不用起诉银行来解决问题。

四年前薛女士的母亲住
院，委托薛女士的丈夫去邮
储银行改密码。但老太太记
得不是很清楚，女婿改了几
次都没成功，账户还被冻结
了。银行说需要先挂失，等7

天后由本人来重置密码、解
锁账户。

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星
期，母亲就去世了。等忙完
一切再去银行重置密码，对
方说不是本人就不可以。薛
女士解释了半天，还出示了
母亲的死亡证明，也没有用。

“银行表示，我必须出具
自己是母亲唯一继承人的公
证证明，”薛女士说。这就意
味着她得挨个证明母亲的父
母和她的父亲已经去世、自
己是独生子女。“这其实很麻

烦，尤其是我拿不出什么材
料能证明外公外婆已经不在
了。怎么办呢？银行就说，
你去法院告吧。我和老公都
是律师，也明白起诉可能是
最快的解决办法了。

经过庭外调解，银行最
终给薛女士重置了密码。这
在她看来是一种“责任转
移”，走了法院这一步，银行
就能免去担责的风险。“比如
以后万一出什么问题，银行
可以说‘是法院同意我改密
码的’。”

薛女士并不想诟病银行
的死板，她认为制度是该遵
守的。“但怎么制定全面、合
理、可操作的制度是关键。
独生子女想证明自己是唯一
继承人真的很麻烦，必须提
供足够明确的证据，比如法
院判决或者公证机关的公证
书。可是公证需要所有继承
人的现状情况，证明他们均
已过世；到法院起诉，就只
能将办理继承过程中，受到
拒绝的相关单位分别作为侵
权的被告。”

长期要吃的药，为什么不能一次多开点儿？
姚阿姨今年72岁，儿女都

不住身边，平时只有自己跟老
伴儿互相照应。对她来说，最
头疼的事儿莫过于三天两头
地算着日子去医院开药。

作为一个有 20多年高血
压病史的患者，姚阿姨一天也
不能断药。三年前，她又被查
出患乳腺癌，虽然及时做了手
术，但术后也要长期服药。而
其中一些药社区医院是没有
的，只能到三甲医院开。

78岁的老伴儿身体也不
好，除了伴随多年的冠心病

外，最近还被诊断出胆结石，
因为年纪大，医生建议先采取
药物治疗。而 5年前，老伴儿
因为脑血栓落下后遗症，行动
不便，所以开药的事儿也得由
姚阿姨代劳。

“按医保规定，像我的高
血压、癌症和老伴儿的冠心病
这些十大慢性病，一次也最多
只能开一个月的量，而我老伴
儿的胆结石不在这个范围，需
要吃的两种药一次最多只能
开两周的量。经常是去开这
个药的时候，另外几个还不到

开的时间。”
每次去趟医院，对姚阿姨

来说都是个挑战。从家里坐
公交过去，来回花在路上的时
间少说也得一个小时。到了
医院排队挂号，又要耗上大半
个小时。再加上候诊、缴费、
取药，整个折腾下来，往往一
个上午就过去了。回到家，姚
阿姨总是累得像散架了似的。

“既然是长期要吃的药，
为什么不能一次多开点儿？”
姚阿姨不止一次向医生申请，

“像我这样七八十岁的老年

人，来趟医院实在不容易，每
次还都得重新挂号，能不能通
融一下？可每个医生都会告
诉我，这是规定，开多了不光
医保报不了，他们也得跟着被
罚。所以尽管麻烦，也得这么
来。”

姚阿姨也明白，这么规定
本身是有道理的，省得医生乱
开药，也防止一些人钻医保的
空子倒卖药，“但毕竟是上了
岁数的人，每个月都得为了开
药跑几趟医院，实在吃不消
啊！”

正说
“不能用所谓的人性化
直接去挑战或颠覆现有的制度”

杨宏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人性化是一个很笼统的词汇，不是说所有复杂的情
况，都可以用人性化这样一个概念取代。不能认为
一个所谓人性化的原则，就能突破任何的现有制度
或规定，制度本身应该有它自身理性的方面，并非凡
事都要以人性突破理性。如果是制度本身存在问
题，那就及时去修改或调整制度，而不能用所谓的人
性化直接去挑战或颠覆现有的制度。

对于最近报道中提到的老人被抬到银行的情
况，我认为正常情况下，还是应该遵守银行的相关管
理规定。对于非常特殊的情况，银行需要做一些相
应的程序安排，设立一定的申诉渠道，可以由储户提
出申请，并提供相关的信息和资料，银行基层管理机
构及时向上一级主管反映问题，经审核之后，采取一
些变通性的措施。

而像医保开药这样的问题，牵扯到我们的公共
医疗资源，尤其是医药配置的方式是否需要改革。
在我们现有公共医疗资源稀缺，而服务对象很多的
情况下，短期内要想解决制度规定和人性化之间的
矛盾，确实有很大难度。

如果完全按照个人需要无限制开药，虽然可以
让患者少跑，但同时也会造成很多问题。事实上，目
前确实存在一些人利用医保钻空子的情况，有的即
使不是为了从中牟利，但也可能因为开了过大剂量
的药回去，结果没吃，过期以后当垃圾扔了，这都会
对医疗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要想缓解这一矛盾，
就必须同时考虑到个人的效率和医疗资源的节约。
或许可以尽可能让更多基层的医疗资源贴近老人，
例如，适度扩大社区的基本药品范围，优化医疗资源
的配送方式。

“有些制度和规则是被一些
行业里特殊的垄断部门绑架了”

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长期以来，我们是缺少规则意识和制度意识的，
始终没有形成遵守制度和法律的文化传统，更谈不
上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制度精神。在这样
的背景下，很多人会产生一种“法不责众”的想法，觉
得只要大家都去做了，就可以跟着做，最后导致一些
制度形同虚设。当代中国社会最需要建构的就是要
大力弘扬理性的精神，身体力行制度背后的制度精
神，不能只强调制度是死的，制度是人制定的，人是
活的，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以此规避我们应
当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或者寻找有利于私利或私欲
的制度空间和制度漏洞。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制
度和规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制度也存在善恶之分。有的制度或法规
本身其实是带有人性化考虑的。然而与此同时，也
存在着一些恶的制度或恶的法规，需要我们反思。
比如，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站被打死以后，
当时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很快修改
成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
法》。

另外，现在有些制度和规则是被一些行业里特
殊的垄断部门绑架了。因此，我一直主张，应该对我
们现在很多的制度、法规或规定进行全面的评估和
清理。任何制度规定的出台，都需要更多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要多听他们的意见。

（据北京晚报）

为办特病医保年审，患有
脑栓塞和高血压的83岁瘫痪老
人被要求到现场体检；

因取钱必须本人亲自来，
广东一位69岁的中风老人猝死
在农信社；

迫于改密码要本人到现
场，75岁的老人挂着氧气瓶躺
在担架上被抬进银行……

近期，接连
曝出的此类事
件引来网友骂
声一片：“太不
人性化了！规
则是死的人是
活的，总不能让
活人被规则给
逼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