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钱难换催生!职业换零人"

!"#$%& !"""'

本报讯 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车
筐里放一个旧皮包!身上穿着旧棉服!

这身打扮您能想象出来他是干什么工
作的" 如果他自己不说!大概没人会相
信#此人$干副业 %的月收入超过

!"""

元& 皮包里几乎每天都装着上万元的
现金'

#$

日下午&记者在天津市河西区
南楼附近见到了这位$职业换零人%封
先生'

封先生称 &他干 $职业换零人 %这
个工作已经

%

年了& 起因是一位亲戚
开了一个小超市& 因为需要换零钱让

他帮忙& 可当时他跑了
&"

多家银行&

找了三四个熟人&才换来
!"""

元的零
钱' 大部分银行都表示& 库存零钱不
多&不能大量兑换' $我觉得这是个机
会&就当个兼职吧' %有此念头后&以前
在银行工作过的封先生开始做起了
$职业换零人%'

据了解&封先生现在的$业务%主要
是兑换一元(两元(五元的纸币零钞&兑
换对象也比较固定&都是一些大商城的
个体批发商和部分私人便利店' $别小
看这些小商户&他们每天用零钱的数量

可 是 惊 人 的
高' %所以即使
每兑换一百元
交一元手续费&

这些商户也愿
意找封先生换
零钱'当记者询
问他干这行的

月收入时&封先生笑着说)$就是挣个辛
苦钱&平均每月

!"""

多元吧' %

记者致电中国银行客服部门&工作
人员表示&$职业换零人%的出现说明市
场确实有需求&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规定!私自换零
属于国家法律禁止的行为!有关行政执
法机关可对行为人进行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

倍以上
%

倍以下
的罚款' 据!城市快报"

大四学生患依赖症
须拿手机才能入睡
本报讯 一位大四男生每晚

睡觉时!必须$抱%着手机睡觉' 深
夜时!他常常梦中惊醒!以为来了
电话' 周末回家若是手机忘在宿
舍!花上百元打车费也要取回'

'$

日! 经重庆西南医院心理门诊专
家诊断! 由于就业竞争等压力日
益加剧!该学生患上典型的$手机
依赖症%'

'$

日! 一脸憔悴的王育 ,化
名-来到西南医院求助' 据了解!

王育是沙区某高校计算机系大四

学生!最近正忙着找工作!手机是
他求职的重要工具' 王育称!两三
个星期前! 曾有用人单位晚上打
电话询问情况' 从此!他晚上睡觉
时!就习惯把手机放在身边!而经
常半夜惊醒! 以为有单位打电话
来了' 王育说!最近两个多星期!

他几乎每天晚上要惊醒两三次 !

生怕来了电话没听见! 最后只得
拿着手机才能睡着'

西南医院心理门诊专家分析
认为!王育是因找工作压力过大!

患上$手机依赖症%' 专家解释!由
于就业压力大等各种因素! 一些
竞争激烈的行业! 特别是即将走
上社会的毕业生( 销售以及媒体
等行业!患上$手机依赖症 %的人
不在少数' 大多人总是把手机放
在身边! 一旦忘带! 就会心烦意
乱' 有时还会产生幻听!老是觉得
$手机铃声响了%! 要不停地去看
自己的手机' 这些都是$手机依赖
症%的表现'

专家称! 不要对 $手机依赖
症%有心理负担!它并不是什么严
重病症! 只是经常使用手机后产
生的一种心理反应' 患上$手机依
赖症%的人!可以通过强行关机的
办法来治疗' 同时!平时调整好心
态!学会放松自己'

据!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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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休假权如何
从纸上变为现实福祉

备受关注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近日由国务院

公布#条例规定
(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

假的
)

经职工本人同意
)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对职

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
)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

收入的
%**+

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对于这个突然而来的喜悦
)

公众欣悦之余也有困

惑和疑问
(

如何将写在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福祉呢
,

这种转换我看不是相关单位的自觉执行就能实现的
)

而是一个升华和蝶变的过程
)

依然存在着当事各方持

续博弈的过程#

显然
)

支付$三倍工资%绝非立法本意
)

乃是带薪休假

全民普惠制的一种救济手段&所以
)

公权和公众作为博弈

一方的利益攸关者
)

最优选项是期冀休假的常态化
)

所谓

$三倍工资%乃是次优和无奈的选择& 而对于不同性质的

单位而言
)

其最大善意乃是严格执行全员带薪休假
)

特殊

情况下才可以三倍工资补偿& 所以
)

对单位而言
)

$带薪休

假%和$三倍工资%不是$要么
)

要么%的逻辑关系
)

而都是

$必须%的关系
)

这是所有单位应尽的法定义务&

这些法定义务在现实实践中面临的并非理想主义

的单一求解
)

而是差强人意的多个答案&

就行政事业单位而言
)

带薪休假制度大多早就按照

劳动法的要求实施了
)

今后则是依据新条例规范带薪休

假的问题
)

所以执行起来并不困难
-

而对于性质复杂的企

业单位
)

则必然面临着法治坎坷和制度障碍&

实践表明
)

别说带薪休假
)

就是劳动保障'工作时间'

薪酬给付'性别歧视'同工同酬等职工基本人权方面
)

都

难尽如人意# 据统计
)

全国每年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例
!*

余万起
)

非公有制劳动争议数量在
!.+

以上
)

企业败诉居

高不下# 而这些劳动争议
)

并非是在无法可依或缺乏监

察'仲裁和诉讼架构才发生的
)

而是漠视职工法定权利或

自己法定义务的前提下所带来#

观照这种有法不依的习惯痼疾
)

窃以为主要症结在于

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者究不到位# 而严格执法
)

则是政府

的公共责任#因为对职工而言
)

固然存在着带薪休假的权利

渴望
)

可是其工作生活依赖于单位
)

还没有形成实质平等的

契约关系
)

因而对单位的违法违约毁权往往是忍气吞声'敢

怒不敢言#敢于突破这一利益潜网依法维权的案例不是没

有
)

但结果往往是职工赢得了官司却丢掉了饭碗
)

而且有时

在胜诉后也很难得到实质性的经济补偿#

感此
)

作为公共管理者
)

前期的执法要到位
)

中期的监

督核查也要跟上
)

后期的仲裁调解更要深入# 也就是说
)

将带薪休假从纸上权利变成普惠的现实福祉
)

关键是法

治治理上的全过程风险监控# 张敬伟

幸福感从哪里来
!国际先驱导报"与一家网站

近日联合举办 (国民幸福状态调

查%) 当近
/"""

名被调查者面对

(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这一

问题时 )

!$0%&+

的被调查者感觉

$幸福%& 其中)$经常觉得幸福%的

人数占到
&'0'$+

&

过半的被调查者感觉到幸福)

且还有不少人$经常觉得幸福%)这

真是一件幸事& 生活中)没有哪个

人愿意处处不如意) 自觉追求痛

苦)甘愿找罪受&

媒体的调查当然是在探求国民

幸福状态) 是在找幸福者怎么就幸

福了) 或不幸福者如何就不幸福了

的答案&幸福者感觉到了幸福)这感

觉是重要的)有意义的&但从另一个

方向说) 幸福不仅仅是人的直观感

觉)还是一种生存的即时状态&

与过半的人的感觉不同)还有

不到一半的人偶尔才会觉得幸福)

或感到不幸福& 幸福者总是相似

的)不幸福者则各有各的状态& 影

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有的不幸

福是因感到工作压力太大)有的是

情感体验出现了问题)有的是对环

境状况不满意& 总之是 $状态%很

多)反正是不幸福&诸多不幸福中)

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 房价上

升过快'物价不稳等因素)这些因素

直接降低了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

可以说)

123

的飙升) 已影响

不到部分富裕了的国人的幸福)民

生大计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因素

已和他们无关&那些整日为生计奔

波的人群却不是这样)

.04+

的通胀

指数)让他们难以承受)要他们幸

福)感觉从何而来* 生活成本急剧

上升的压迫)不但加重了弱势群体

过日子的难度)还大大减弱了他们

对未来幸福的预期&

且不质疑数据的精确性)过半

人幸福)不到一半人不幸福)或幸

福感弱)这对整体社会而言)绝非

一个圆满的结果&在同一生活空间

里)过半人幸福)少半人不幸福)所

呈现的是社会人群的割裂)公平和

正义的部分缺失&

让更多的人幸福)是一个良性

发展的社会之福&人与人对幸福的

感受有差异)有极少数的人)是从

对形而上的追问和认同中获得精

神安慰)获得幸福)多数人则是从

世俗生活找寻幸福& 追求幸福要

靠个人的努力) 但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却能让人更快地体认幸福 )

更多地得到幸福&幸福在哪里*哪

里都有& 高贵者有高贵者的幸福)

卑微者有卑微者的幸福& 卑微者

离高贵者的幸福很远) 无从感受

他们的幸福) 卑微者只能从生存

现状中感受幸福) 只能从民生的

改善中体验幸福& 这是千古之道)

亦是现实之道&

了解国民幸福状态)用数字说

话)很真实'很真切)很有说服力)

但人性是复杂的)万万千千人的幸

福感受里有无数滋味) 有限的问

答'统计)难以概括& 无论怎么说)

幸福都不是虚无飘渺的)它存在于

人的身体里) 也存在于人的精神

里& 如何让更多的国人更幸福* 如

有识之士所言)政府有责任成为增

强公众幸福感的主导力量& 就是

说)只有更多的以人为本)更多的

社会文明)更多的公共服务)更多

的生活品质提升)才能带来更为普

遍的公众幸福& 罗金羽

开征物业税时机是否成熟#

$财政部门本来要在今年正式试点开征物业税的)但由于

种种原因未启动& %北京大学不动产研究中心主任冯长春说&

作为物业税政策研究制定工作的参与者)他说)物业税可能明

年试点)而且最先从商业地产开始征收& 由于商业地产'写字

楼等牵涉面积比较少)所以物业税最先从商业地产开征&继而

将征税对象扩展到拥有多套住宅的业主) 逐步实现只要拥有

房产都应该纳税& +

#&

月
#$

日!北京商报",

所谓物业税)又称$财产税%或$地产税%)主要针对土地'

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缴付一定税款)

税额随房产的升值而提高& 从理论上说) 物业税是一种财产

税)是针对国民的财产所征收的一种税收& 因此)首先政府必

须尊重国民的财产)并为之提供保护-然后)作为一种对应)国

民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收)以保证政府相应的支出&世界各国对

房地产的课税主要有三种情况) 有的国家只征收转让房地产

的行为税) 以流转额为计税依据- 有的国家对保有房地产课

税)以房地产的评估值为计税依据-有的国家对转让房地产的

收益课税)以所得额或收益额为计税依据& 就我国而言)我们

所说的物业税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

从我国情况来看) 目前第一种房地产转让税已经开始收

取& 如果再开始征收物业税)那么)世界各国对房地产课税的

三种情况我们实行了两种&我国开始议论征收物业税)主要是

基于房价的飞速上涨)控制房价效果一直不明显)有关征收物

业税平抑房价的建议才不断被提出来&因此)现阶段征收物业

税的目的)其实是把其作为调控房价的一种手段&

这种调控手段是否能够见效呢*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其调控

点& 征收物业税是从需要方面调控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对于投

资买房和投机炒房以及囤积房屋行为有一定作用& 通过征收物

业税能够起到使囤房人$买得起住不起%的作用)从而达到抑制

房价的目的& 但是)如果不加区别地统一征收物业税)那么)将

会加重工薪阶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经济负担& 现在一套房子

的物管费'水电气暖费)已经让工薪阶层气喘吁吁了)再征收物

业税) 可能会出现普通百姓不但买不起房也住不起房的情况&

同时)征收物业税还有许多难题亟待克服)比如.物业税根据什

么来征收*是根据住房价值还是根据面积征收*城市和乡镇)东

部'中部和西部如何区别对待* 原来国家机关'军队内部的福利

房'集资房交不交物业税* 以前买过房子的人交过了房产税'土

地增值税)物业税征收后怎么办* 再者)既征收房产流转税又征

收物业税是否对房屋所有者来说税负过重*

最大一个问题是)房价上涨是土地供应'开发商开发成本

以及投资投机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应该从供给和需求等多个

方面着手# 而现在在需求上的调控措施出台得过多)例如.信

贷政策方面)利息不断增加'首付比例一直提高)税收政策也

在不断出台)这些都是针对需求的# 但是)在土地以及开发环

节的暴利行为)调控措施过分弱化# 目前)调控房价的着力点

应该放在国家降低土地成本)增加土地供给上)出台政策遏制

开发商的暴利上面#

既是出台物业税)也应该限制在别墅类住房'三套以上住

房上面)决不能把物业税扩大到所有百姓房产上面#

余丰慧

发展经济如何跳出!温水煮青蛙"效应
近日)上海美国商会编纂的一

份公司调查显示)中国内地的竞争

优势或将削弱)主要是受成本上升

影响# +!华尔街日报"

#&

月
#!

日,

这段时间)类似的消息并不鲜

见# 站在改革开放即将迎来
%*

年

的节点上)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命

题.昔日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

在渐趋丧失# 虽然我们一直有担

心) 但当这一天快步到来的时候)

新的竞争优势(替代品%还远没有

形成# 身处这样一个尴尬的时段)

如果不从国家的高度高调应对)很

可能就会在(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中令未来的发展走进死胡同#

之所以
&**$

年年底 (比较优

势%丧失的步伐加快)有多个原因.

物价水平快速上涨)必然要求工资

水平的上涨 -新的 !劳动合同法 "

即将实施) 要求企业对员工要承

担更多的责任 -油 '电 '原材料等

价格整体上升) 劳动密集型生产

成本增高//对很多企业来说)由

于他们难以及时消化与转型)面临

的却是(不可承受之重%#

最近看到一本名叫 !国家竞争

战略"的书)很受启发# 作者波特将

国家竞争优势形成分成了生产要素

阶段'投资阶段'创新阶段'富裕阶

段四个阶段# 按照中国(世界工厂%

称号来看) 显然正处于生产要素主

导阶段# 让人不安的是)中国似乎是

在没有认真走完任何一个阶段的情

况下)就不得不跳到另一个阶段# 有

研究者曾形象地指出) 以生产要素

导向为例) 中国并没有像瑞典一样

在资源丰富的要素上形成具有世界

竞争力的产业-以投资导向为例)中

国也并没有像韩国一样建立一批世

界知名的企业)如三星'现代等#

(阵痛%意味着危险与机遇的并

存# 越不过这个坎儿)会让我们的经

济彻底丧失竞争能力- 越过这个坎

儿)中国经济将大步迈上一个新的台

阶#因此)基于今天的现实)需要政府

旗帜鲜明地提出(全社会共同应对生

产成本提高的课题#只有引导企业与

劳动者个体都能迈上创新发展的轨

道)中国经济才具有了跳出(温水煮

青蛙%效应的可能00这是一个看似

宏大却非常紧迫的课题# 毕诗成

)*+,-./0

!" /00 #$%&'()*

本报讯 记者
#$

日从国内白领门户网站
567

中文网获悉!

567

上周携手艾瑞市场咨询
公司进行了*白领网民工作形态研究报告+' 该报
告基于

'"

万多份有效问卷!解析了现阶段中国白
领网民的职业心态'总体来看!半数白领网民认为

拥有
!""

万
8#***

万才能够达到财富自由'

按照发达地区一个中等收入白领月平均收入
一万元计算!

#**

万元的财富自由需要
9%

年来实
现'这对于大多数白领人群来说根本不切实际'为
了实现财富自由! 白领网民表现出强烈的创业愿

望'

$!+

的白领网民愿意创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为了迅速积累财富'

调查还显示! 过高的财富欲望目标已经严重
影响了白领网民的心理健康!形成恶性循环'

据!华西都市报"

北京在校大学生
买房比例超一成

()*+, -./01

本报讯 从穿名牌服装! 到办信
用卡透支消费!再到开车上学!大学
生们时尚的消费习惯总能吸引眼球'

而如今!这些又$升级%了)来自市场
的信息显示!进入

#*

月份以来!在校
大学生购房人数比例大幅增加'

市场现象
123456789

记者
#$

日上午从中大恒基 (筑
家地产等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的数
据是!去年同期!北京没有一个区域
大学生购房在总体二手房交易中所
占的购房人数比例能达到

!+

'

而目前! 这一比例大幅提高)知
春里( 五道口等高校集中的区域!在
校大学生购房人数占到总交易人数
的

#*+

甚至
#!+

'

在房产类型上! 根据中大恒基
市场研究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 !现
在家长为孩子买房成交的多是

!*8

$*

平方米的小户型! 总价在
/*

万
8

.*

万'

在付款方式上!在校大学生买房
以全款为主!全款付款者占到买房者
的七成以上'

心态反应
:7;<=>?@>A

$早买早安心!反正房价总是在
涨' %在回答为什么买房时!不少家长
和学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记者在中大恒基牡丹园店见到
了一位在读研究生' 他认为!早点买
房实际上也是一种投资!将来房价只
会再涨!自己就是因为本科毕业时想
买没买! 现在却越来越买不起了!买
房子至少还是能保值的'

专家分析
BCDEFGHIJ

对于这种现象! 专家如何看待
呢"

中大恒基副总经理付严认为!在
校大学生也加入购房大军!其$罪魁%

还是北京高涨的房价' 房价越来越
高!造成$恐慌性需求%)哪怕经济实
力不够!但担心房价持续上涨!也要
借助父母的钱提前购房'

付严建议这部分消费者!应该审
慎购房!仔细看房!多加考虑以后再
做决定' 据!法制晚报"

宣读!离婚声明"被指不近人情
2-345678

本报讯 按照民政部门的规定!夫妻双方离婚
时要宣读离婚声明' 但有人认为这似乎太不近人
情'

#$

日!南昌市民李女士就认为!办离婚时!如
果再叫夫妻双方同时宣读离婚声明! 这无异于往
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她希望能改一改这种做法'

不读声明离不了婚#

李女士说!她因与丈夫感情不和!上周末!当
两人走进南昌某婚姻登记中心要求离婚时! 工作
人员叫他们当面宣读离婚声明!这让她好难受'李
女士说!办离婚本来心情就不好!如还要大声宣读
离婚声明!这样的规定对她来说就是精神折磨'可

办理离婚的工作人员称!这是民政部的规定!不宣
读离婚声明就不能办理离婚'

读声明是民政部规定

就宣读$离婚声明%规定!记者咨询了南昌东
湖区婚姻登记中心的主任万义鹰! 他称按照民政
部提供的统一范本!夫妻离婚都要宣读*申请离婚
登记声明书+'也就是说!不仅在南昌!全国各地的
民政部门在办理离婚登记时! 都要求当事人这样
做'据称!通过宣读离婚声明可以辨别夫妻双方是
否是真实(自愿离婚!也可以观察当事人是否具有
民事行为能力'

民俗专家认为该规定应取消

南昌市民俗专家梅联华说! 在人一生感到心
理压力最大的事件中! 离婚仅次于配偶死亡列第
二位'在有些当事人看来!离婚如同否定了一段生
命!即使面对至亲挚友!也不知如何开口!这时再
让他们当着外人大声宣读$离婚声明%!都会感到
别扭(难受!有种羞辱感'

梅联华认为! 办离婚要宣读离婚声明的规定
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了' 怎样千方百计缓解因离婚
带给当事人的痛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是有
关部门应该做的' 据!信息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