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大树的家园很不堪
!

月
""

日!是第
#$

个世界

地球日"据第四次全国森林资源

普查显示!目前我国森林面积和

林木蓄积量在世界上排第
%

位!

但人均量分别仅及世界人均值

的
& ' %

和
& ' (

!森林覆盖率在世

界上排名
&)*

位之后"

我们翻开世界城市地图!会

发现一些欧洲城市地图上绘着

一片一片的绿! 再看文字标识!

竟然是森林"维也纳有维也纳森

林!巴黎有文森森林#布洛涅森

林!等等!很多城市里都有森林"

我们对森林的概念都有个基本

的认知!敢称森林的!那该是多

大一片地方呀" 小一点行吗$ 不

行!那地方顶多只能叫树林"

能叫森林的地方! 一定要有

数不清的大树! 且还有大树的儿

孙%%%小树" 本土哪个城市城区

里有森林$不知道"即使我们步出

自己生活的城市!到城郊!甚或更

远的地方!一般来说!不但见不到

森林!就是见到大树!也非易事"

一位环保作家!在其最近出

版的&没有大树的国家'一书中

讲到!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态保护

水平! 看治污能力是浅层次的!

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每平

方公里有多少大树在自由生

长)"本土当然有大树!不少地方

甚至有(古树名木)!有几百年上

千年的树" 可是!很多树都是孤

树!真正有生态效益的树!能够

传承自然基因的大树!很少"

本土大树很少!既是我们生

存的窘境!也是一种困境" 大树

是年代!是记忆" 本土不曾有大

树吗$ 有" 哪儿去了$ 被人砍了"

缺少大树!我们没有办法为其他

生物提供家园!自身的家园也很

不堪" 缺少大树!无疑要减弱我

们诗意的栖居!疏离我们与自然

的关系!使我们无从体验(大树

底下好乘凉)的环境意义!而且!

会让我们的生态系统向坏的方

向演替! 加上其他生态灾难侵

害!直至不可逆转"

本土没有大树!是一种悲哀"

现在!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力呵护#

保护那些生长着的树!因为它们终

究会长成大树"我们享受不到大树

的好处!不能再让下一代#下下一

代!也缺少大树的庇护" 今 语

下调印花税是理性的法治救市
!

月
"!

日起! 证券交易印花税由现行千

分之三下调为千分之一" 这对于市场将起到

重要的提振作用"

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换个角

度说! 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的典型

性市场" 因为!资本市场直接牵涉到上亿投资

者的利益! 直接牵涉到中国主要大型企业与

成长型企业的前景! 也牵涉到各部门的复杂

博弈!相比其他市场而言!资本市场是一个最

为开放#最为自由的平台"

这次政府再出政策! 对股市的影响是可

以想见的" 但我们的关心不能止于股市的涨

跌! 而应着眼中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完

善" 我们注意到!在印花税出台前后!有系列

政策出台"

&(

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监管部门第一次以行政规章的形式

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作系统规定*

"*

日

的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对大小非流通股解禁进行了规范!超过

总股本
&+

的股份出售就要上大宗交易平台"

这些政策都与资本市场基础性建设紧密

相关!印花税调整本身也是如此" 印花税是通

过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频率!给市场降温!

其实质是对于资本市场征收(厘金)" 中国经

济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为此必须

降低印花税" 而无论股市是涨是跌!印花税都

称不上一个符合市场要义的调控工具! 其下

调直至取消!符合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

中国资本市场的壮大"

当然!正如国务院会议所指出的!我国资

本市场建立发育时间不长! 许多方面不够成

熟!亟待完善!构建透明高效#结构合理#功能

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是一项长期任务"

印花税下调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

政策出台" 没有一个明确预期的资本市场!中

国股市的纠偏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而目前的资本市场在一些方面亟须制度

性完善" 比如!不同的企业受到的政策待遇大

不相同!有的企业可以融资上千亿!而有些颇

具发展前景的企业受到上市指标限制! 在资

金紧缩的泥潭里挣扎*比如!在一级市场与二

级市场之间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导致中小投

资者高位接盘*更重要的是!规制资本市场的

法制还不完善! 投资者缺乏及时有效的司法

救济途径!这导致了利益之间的尖锐冲突!这

样的局面亟须改变"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不可能逆转!

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必须有高效的资金配置途

径!对此不应该有任何怀疑#任何动摇" 一个

缺乏法律约束与救济的市场! 必定是个百病

缠身#难以健康发展的市场" 为此!我们需要

从救不救市的争论中挣脱出来! 站在全局的

视野!从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开始做起"

印花税的下调是(法治救市)!或者说法

治纠偏的重要一步!其出台符合相关法律!不

能视为政策为救市突破法律阻碍的莽撞之

举" 当政府和市场从以往的工具论中醒过神

来! 以增加交易成本控制市场的粗暴法则将

被弃如敝屣! 我们不希望看到税收制度在行

政力量下屡屡遭到破坏!而希望看到明确的#

受到尊重的法律成为市场的定海神针" 更进

一步!政府在纠偏过程中!以秉持对于法律#

各方利益和民意的尊重! 以法治的原则制订

博弈准则!如此方可游刃有余" 冼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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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白宫"举报人
蹊跷死亡暴露了啥

举报阜阳(白宫)的李国福死了!死在阜阳

监狱医院里!据说是自缢!而死前!他因为贪污

罪等四项罪名被逮捕#起诉"

对李国福死亡原因尚需要进一步调查!同

时他的遭遇也对举报制度提出了一系列考问!

第一!当地有关方面如何知道是李举报的!举报

规定的保密制度落实到哪去了$ 这说明举报人

信息的保密出了问题"

第二!对举报人的人身保护又哪去了"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

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

最高检资料显示! 从上世纪
$*

年代开始!

我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 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

案件由每年不足
,**

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

&"**

多件"

这是否说明!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强化对

举报人的保护力度$目前!&刑法'第
",!

条虽然

规定了报复陷害罪! 但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

鲜有启动和操作"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刑法'仅

规定了刑种和刑期!但未解释何为报复陷害!罪

状过于简单" 对该法条的司法解释又超越了法

律本身!规定情节严重的才追究刑事责任!同时

增加了立案标准"

除此之外!对举报人保护侧重于事前保护

还是事后惩罚至关重要" 一些法治先进国家!

都是将事先保护放在第一位!如美国
-$$.

年
-*

月修订的美国法典规定的保护措施包括+为其

设计一个匿名的身份!帮助其在一个不会被认

出的新的城市生活" 在美国有数千个城市可以

隐藏证人!项目被接受后 !马歇尔办公室即着

手为其及其亲属制作新的身份证并寻找定居

地点 !这要求多部门合作 #项目周密 #保密严

格" 德国考虑得更加全面" 首先!举报人#证人

在被询问时可以拒绝透露诸如住在哪里#在哪

里工作等相关的身份信息*可以要求用屏风或

者面具等遮挡自己!或者坐在由单向玻璃制成

的作证室里" 其次!在确信受到威胁时!可以在

排除被告及其律师以及第三人在场的法庭上

作证" 如果这样还不足以保证安全!可以要求

在法庭外审理!利用高科技采取视频 #音频传

送!包括变声#变像处理等特殊方法作证" 再不

行的话!就可以采用委托询问的方式 !制成笔

录提交法庭!某些情况下 !连法官都不了解举

报人#证人身份"

可以想见! 如果这样的保护措施能落实到

位! 一定会有更多的公民勇敢地站出来与腐败

滥权作斗争!而我们的司法又能节约多少成本!

举报人不需上访又将节约多少社会资源"

里 巍

死刑犯不引渡
让外逃贪官免死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

议
/"

日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

议批准中国和澳大利亚引渡条约的议

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法国引渡

条约的议案等三个国际条约议案" 法国

和澳大利亚在谈判中均坚持在引渡条

约中明确写入(死刑不引渡)的内容" 中

方提出参考中国和西班牙引渡条约相

关措词的建议!法方#澳方最终接受中

方建议!并就此达成一致"

由此!在条约第三条(应当拒绝引

渡的理由)中规定+引渡请求所针对的

罪犯! 依照请求方的法律应当判处死

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

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情

况下不予执行的承诺!否则被请求方可

以拒绝引渡%%%但谁都知道! 法方#澳

方已经废除死刑!条约规定的这条(义

务)!其实就是为中方(量身定制)的"

与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

引渡条约中出现了涉及死刑犯引渡问

题的条款!这表明中国已经承认并尊重

(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原则" 或许!正

如有关人士指出的!引渡合作的顺利实

施!能够保证中国对犯罪人及时行使刑

事管辖权!有利于解决引渡机制缺失而

引发的罪犯逍遥海外的问题!但我们还

是不能不正视(死刑犯不引渡)对我国

法律制度造成的冲击"

事实上!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时!(死刑犯不

引渡)的条款就曾引起过争议" 据新华

社报道!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

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

授等人! 在审议中表示出这样的担忧!

死刑犯不引渡的条款!会不会成为外逃

贪官的(免死金牌)!对惩治贪官不利!

并且极有可能导致(同罪不同刑)的问

题" 还有人认为!条约中白纸黑字明确

写明(死刑犯不引渡)承诺!对于仍坚持

死刑制度的中国来说!心理上很难接受"

客观地说!贪官们谁能跑到国外!谁

就没有死刑的危险! 这样的后果无疑是

消极和有害的" 说到底是政治与外交等

因素渗入刑法法典的结果! 与 (罪刑法

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与刑相适

应)等刑法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必将损害

中国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的确!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于

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欠

债还钱# 杀人偿命) 的意识非常强烈!

(废除死刑) 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不会支

持" 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

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 !

(死刑不引渡)的原则!必然对国内死刑

废除的进程产生显而易见的 (倒逼)效

应!中国现行的死刑制度#甚至整个刑

罚制度都难免受到冲击和影响" 对此!

国内立法部门和公众都应当做好必要

的心理准备" 王 威

!"#有了后视镜
进自助银行怕被人尾随! 在

!"#

机前
取款时怕被后面的人偷看到密码" 上海市
民担心的取款安全问题目前有望得到解决"

目前在公安部门建议下#上海市各金融单位
年内将在所有自助银行内安装防尾随!防袭
击的实体防护装置#保证市民取款时的绝对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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