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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物业税, 转动了谁的利益轮盘

国务院今年将研究开征物业税

“什么是物业税？这房子我都买下来了，
还要缴税？”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里的刘
大爷拿着报纸这么问。

5 月 25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
知》。这份通知中包含了收入分配调节、电信
体制改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等内容。作
为其中一项内容，“研究开征物业税”几个字，
却引起了最多的关注。

当天出版发行的《北京晚报》上，“国务院
今年将研究开征物业税”的大标题出现在头版
显著位置。刘大爷正是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
新词。

算上标点符号，《关于 2009年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对物业税的表述仅有
42个字，“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
税，以上工作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建
设部负责。”

这几年北京房价高涨，朋友街坊邻居一起
聊天的时候，房子是个最时髦的话题。刘大爷
也养成了关注房地产新闻的习惯，买来报纸总
不忘记翻翻地产版，看看自己的房子现在是个
什么价，哪里的楼盘又涨价了。但这次，刘大
爷有些糊涂，这物业税到底是什么呢？

“儿子下班回家我问他，他说就是有房子
的人要缴税。”刘大爷最关心，自己的房子为什
么要缴税？要缴多少税？

这些问题不仅仅刘大爷关心，自从“研究
开征物业税”的消息披露之后，对物业税的讨
论已经成为舆论热点。

已经开征的
燃油税给物业
税什么启示

最近一直到处
看房的吴小姐看到国
家要研究开征物业税
的消息后就有些犹
豫，是否该再等等？
她 2004 年进入北京
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眼瞅着房价火箭一样
上蹿，她也想早日拥
有自己的住房。

今年年初起，北
京的很多楼盘都开始
打折促销，吴小姐在
朋友的指点下每周末

都去看房，然而让她惊慌的是，每次看中的楼盘
她都抢不到。而且从3月开始，一些楼盘突然涨
价。

买还是不买？最近两个月的时间，吴小姐
都在两种想法间摇摆不定。而国家要研究开
征物业税的消息更加重了吴小姐的犹豫。因
为有些专家说，如果开征物业税就能使房价大
幅下跌。

与吴小姐不同，在一家外企工作的银小姐
觉得物业税还是遥远的事情。“几年前就讨论
过，喊狼来了好多次了。”

物业税又称地产税，主要是针对土地、房
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拥有者每年都要缴纳一定
的税款。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征收，
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我国，最早关于物业税的提出是在2003
年，当年 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
出，要“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
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
收费”。

从我国房地产行业来看，在房地产开发建
设、交易、保有的各个环节中，有耕地占用税、
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
税、房产税等12个税种，其名目繁多、重复征收
的问题一直为人诟病。用物业税取代这些名
目繁多的税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相关部门解释征收物业税的理由更是让
人兴奋：物业税的征收会让房价大幅下跌。

这个说法有着吸引人的逻辑，征收物业税
意味着房屋持有成本增加，当这种税率达到一
定程度，炒房者就会因为持有成本太高而放弃
炒房，拥有多套住房者也会因为持有成本高选
择出售大部分房屋，从而造成市场上房屋供应
量增加、房价下跌的效果。

就在此次研究开征物业税的消息公开后，
北京市的一些房地产中介机构就已经感受到
了市场的细小变化。

“5月 25日之后，从我们门店反馈上来的
情况看，很多业主都打电话来咨询物业税的事
情，房源登记量有了一些增加。”我爱我家房地
产经纪公司控股公司副总经理胡景晖告诉记
者，国家放出的这个信号已经让一些业主心理
上出现了变化。

然而，在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
任董藩看来，征物业税降房价的期望却是难以
行得通。

董藩认为，物业税是一个长期性税种，主
要是开辟税源，增加政府收入，它的税率一般
是稳定的。如果指望用它来调控房地产市场，
并不合适，因为宏观调控关注的是短期市场状
况，适合作为调控工具的税种，其税率必须具
有灵活调整性。

“物业税的征收能够增加住房所有者持有
成本，能降低投机者的收入预期，但这仅仅是
影响房价的一个因素。房价的走向还要受到
市场供给、需求、大经济环境
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一位业
内人士这样说。

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物业税是财产税，其主要作用
是保障地方财政收入，国际上
并没有通过物业税来调控房
价成功的先例。“美国一直征
收物业税，也没能阻止其房价
上涨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发
生。”

胡景晖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假设一套房子市场售价每
平方米 1.2 万元，那么相关的
税费大概在5000元左右，如果
开征物业税来取代这些税费，
房价应该下降 5000 元。但如
果考虑到市场供求关系，房价
究竟是上涨还是下跌就不好
说了。

在很多普通人眼中，“物
业税会带来房价下跌”是个打
了问号的命题。

就在天涯论坛上，一位网
友这样表达自己对物业税的
看法：我没有房子，我租房。
但我知道，加税之后，不管加
什么税，最终都要转嫁到我的
头上。

“政府推燃油附加税的时
候说能降油价，现在原油价格
只有当时的一半了，汽油价格
下跌了吗？”有网友这样反问。

物业税开征绕不过产权这道关

“物业税征收的依据是什么？”家住望京的
孙小姐这样表达对物业税的看法。

在一家事业单位已工作 8 年的孙小姐目
前拥有两套住房，这两套房子分别是自己所在
单位的集资建房和老公单位的央产房。

在孙小姐看来，自己和老公将近 10 年的
打拼，才有了一些财富的积累，正处在努力改
善生活状况的阶段。

“我的两套房子并不是全款付清，其中一
套也是银行贷款买下来的，每月还贷。”孙小姐
说，如果现在要开征物业税，势必要增加在房
子上的支出，生活的压力必然会增大。

让孙小姐不理解的是，自己在买房的过程
中已经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契税、个税等名目
繁多的税费，为什么在保有房产的阶段还要再
缴税呢？如果征收物业税，那之前买房缴过的
税费能退回来吗？

“我觉得应该先把房价降到合理的价位，
再来向老百姓征收什么物业税。”孙小姐说，物
业税对买不起房子的老百姓和买得起N套房
子的富人来说，影响不大。那些真正的富人恐
怕也不太会在乎什么物业税，真正遏制的可能
是中等收入人群，刚刚积累了一些财富就被政
府通过税收的方式拿走了。

孙小姐并不完全反对征收物业税，关键是这
个税种能否起到劫富济贫的收入调节作用。

在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上，存在商品
房、经济适用房、央产房、军产房、两限房等不
同种类的房产。物业税的征收是否一视同
仁？物业税如果要开征，该怎么征收？

如果开征物业税，地方政府是否还要收土
地出让金？怎样保证征税的公平性？

到目前为止，相关部门还没有拿出一个具
体的实施细则。而在一些专家看来，物业税的
征收困难重重。

中原地产华北区总经理李文杰一口气就
列出了五个问题，开征物业税后，已经一次性
缴纳了 70年土地出让金的业主将如何缴纳物
业税？一个家庭的首套自住房是否应该免征
物业税？中低收入家庭、经济适用房及限价商
品房等的物业税如何征收？过往公开或私下
持有多套住房的公务员是否认定持有合法？
全国所有的住房信息是否已经互联互动并全
部登记可查？

在他看来，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物业税
的出台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住宅物业税，十年出不来。”董藩对记者
这样表达观点。

在董藩看来，物业税征收最大的阻力是很
多房子搞不清在谁手里。有一部分官员存在腐
败问题，他们不敢曝光的财产主要以房产或金
钱形式存在着。上海出了个“炒房区长”，名下
的房产达14处。重庆有个貌似清廉、没钱买房
的“租房局长”，后来发现也是个腐败分子。

“谁来调查？”董藩说，普通百姓并不知道，
有些房子根本找不到业主，有些房子产籍资料
丢失甚至被人为毁掉了，有些房子既没有产权
证也没有产籍资料。类似问题有很多，不容易
解决。要征物业税必须以反腐败斗争取得胜
利为前提，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物业税征收对象的认定是目前普遍认
为的难点。正是由于这一点的存在，很多专家
都对近期开征物业税抱悲观态度。

“物业税已经箭在弦上，但距离成熟时机
还早。”胡景晖说。

在胡景晖看来，国家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
重提物业税，更多的原因是 3月份以来房价又
上来了，北京有些区域的房价现在甚至已经接
近去年的最高点，这是不符合规律的。政府更
多的考虑是给开发商一个警告。

据《中国青年报》

毁了这些建筑文明还能毁什么
“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都是

好东西。这些好东西，是这两个城市的建
筑文化标志，因其稀有罕见，所以弥足珍
贵。令人心痛的是，天津的小洋楼的集中
地，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五大道街
区，三波动迁潮之后，已是面目全非。（5月
22日《南方周末》）

懂点城市文明史的人都知道，如果没
有那些民国老建筑，如果没有那些秀姿绰
约、仪态动人的小洋楼，天津就不能称其为
天津。旧街区、老建筑不仅是形态意义上
的历史文物，它们还是天津历史血脉、历史
文化、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历数一下，近百
年来，清庆亲王载振、民国总统曹锟，美国
第31任总统胡佛等等，在五大道街区居住
过的中外名人逾两百，发生在此的重大历
史事件亦俯拾皆是，就建筑风格的多样性

而言，全国只此一处。用一种野蛮的办法，
把这些东西消灭于无形，这一地方的城市
人文还能剩些什么？

不断用看似新的事物，替代旧的传
统，是一些人乖戾的思维方式。旧街区、
老建筑，成为一些人眼里多余的东西，必
欲拆除之而后快，是一种绝大的悲哀。他
们不知道，毁坏了部分老的城市框架，就
是打碎了部分城市的筋骨。人为制造的
城市空间的残破，带来的是城市文明的残
缺。一座大气的、充溢人文精神的城市，
之所以能够弦歌不绝、生生不息，全在于
它海量的包容性。在特定的视野区域内，
旧街区、老建筑是城市的和谐、亲切氛围
和某种终极价值所在。成片的小洋楼作
为建筑符号、艺术符号，是城市的根与魂
魄，铲除了这些城市的象征，时间的流动

就成了虚幻的、不可信不可靠之物。旧街
区、老建筑是人们的感知，是人们的触摸，
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传承，这些东西的消
失，意味着历史风貌的湮没，也意味着城
市人性尺度的失控。

毁了这些建筑文明，毁了人们栖居的
精神家园，一个城市还能毁掉什么？被毁
得面目不清面目不全的城市，是个可怜可
惜可悲可叹的所在。究其根源，是一些人
的短视毁了这些旧街区、老建筑，是一些人
的急功近利、漠视传统毁了这些固有的美
好。一座城市正在销毁它部分的文明记
忆，是因一些人的贪婪所致。一直是这样
的，只要一些人利益至上，把利益看得高于
一切，他们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种可
怕事实，在本土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

今语

硕士研究生
不写论文又如何

继东北财经大学曝出“史上最牛
硕士论文抄袭”事件后，上海某高校一
位博士研究生小唐向中国青年报记者
举报，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中国
期刊网上发现一篇比“史上最牛硕士
论文抄袭”还要牛的论文抄袭事件，除
了“致谢”不一样外，两篇论文的标题、
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内容、注
释、参考文献一字不差。(见《中国青
年报》)

根据研究生培养的新定位，有必要
取消一系列不合理的培养规定，包括过
多的公共课程学习，这些课程往往与本
科教育重复；求学期间发表论文的要求，
不但加重学生的精神负担、经济负担，还
会导致各种学术怪像，诸如高额的论文
版面费，学生的拼凑、抄袭；视毕业生的
学科、专业，提出不同的毕业论文要求，
应用技术型、课程型硕士研究生，完全没
有必要撰写论文。

也许很多人担心，取消现行的规
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会更低，那么，这
需要调整社会本身对研究生的评价定
位，同时需要认真评估这些措施对研究
生培养究竟是利是弊。对于研究生培
养质量来说，核心的保障措施，不是形
式上的各种规定，而是导师负责制，即
导师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培养内容、培
养质量真正负责。目前，从研究生招
生，到课程设置、论文答辩，导师只有很
少的发言权，最后变为虽有导师负责
制，导师却不负责的情况——招生这一
环，是学校负责笔试和面试；培养这一
环节，是学校的发表论文规定代替导师
负责；论文答辩这一环节，是盲审制度，
降低了导师的责任：既然盲审都通过
了，老师还有什么可说的……对学生的
表格式管理、数量指标管理，正异化着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学相长不复存
在。

虽然在所有的教育培养制度下，都
需要老师良好的教风和学生良好的学
风，但是，不同的教育制度，对教风和学
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当下的制度，并
不利于教风和学风的“端正”，而只有合
理的制度设计，才可能重视受教育者的
教育需求，也才能引导教育者真正对受
教育者负责。 冰 启

成品油半夜涨价为谁忙
油价又涨了！5 月 31 日晚国家发改委发出通

知，决定从6月1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
高400元。据悉，这是今年以来国家第二次上调成
品油价格，目前的价格已经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
97 号汽油涨回到 6 元多，距离历史最高价格仅差
0.53元。(《南方都市报》6月1日)

油价再次上调，消费者并不惊讶，因为两大石油
巨头早就频频放出涨价口风，让消费者惊讶的是调
价时间之巧妙。节前尚信誓旦旦近期暂不调价，未
料这个“近期”只管了4天，就来个半夜鸡叫，顺势上
调油价。调价前恰逢端午小长假，宣布调价时已过
下班时间，可见为了调价，发改委加班办公，此种敬
业精神殊为可嘉，但不知，这么忙是为了谁？

为了消费者？肯定不是，每一次调油价，都惹来
民间骂声连连。况且，油价上涨，每一个人都要承担
涨价的压力，如今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又有多少人
会盼着涨价？涨价通知一出，加油站前就排满车队，
抢时加油，此情此景即可见一斑。

不是为消费者，那就是为生产商了。盘踞石油
产业链上顶端的，也就是几大石油巨头，是这次油价
上涨的直接获益者。之前叫嚷最凶的中石油、中石
化，轮番高调预测油价将要上调，中石化董事长更是
将上涨日期确定为“5月28日”。虽然发改委出来辟
谣，但态度也不明朗，并未松口涨价的日期。一是为
了节日考虑，不让涨价干扰节庆市场，影响民众的消
费热情；二是为了争取时间，看国际油价能否在节日
期间下跌。

应该说，发改委节前辟谣措施得当，意图也很明
确，毕竟政府也不希望油价上涨。但是，国际油价在
节日期间持续上涨，连创今年的新高，打破了发改委
的幻想。此次涨价既是必然，也是迫不得已。根据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油价必涨。但是石油属
于工业血液，成品油涉及每一个行业，一旦油价上涨，
必将增加企业成本，从而传导至物价指数，使通胀预
期加大。这是政府不想看到的结果，却无法避免。

油价上涨波及的范围很广，所以必须慎重。这
次油价上涨的理由，让消费者很不满。中石油、中石
化强调炼油环节亏损，要求上调价格。消费者不懂
炼油环节的成本如何测算，亏损有多严重，以至支撑
不下去。但是炼油只属于中石油、中石化产业链的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亏损不一定导致整体业务亏
损。今年的财务报表也表明，两大巨头的整体赢利
依然可观，因此不能仅凭一个环节亏损，就要求全社
会来承担亏损成本。

油价上涨的理由显得牵强，发改委调价的方式
也让人难以接受。半夜鸡叫，突袭涨价，给人出尔反
尔、翻云覆雨的感觉。涨价通知一出，公众就纷纷指
责发改委缺少信用，搞突然袭击，让人无所适从。究
其原因，在于节前的辟谣言辞太模糊，没有给出清晰
的期限，想象空间太大；节后涨价的时间过急，明显
是有备而来，却弄得公众措手不及。 一 江

卫生部门应有权推行烟盒警示图形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中国疾控中心

控烟办公室发布了《2009 年中国控制吸烟
报告》。

这份控烟报告指出：在烟盒上印制致
癌等“烟草健康警示”图形，是目前全球公
认的控烟最有效手段，也是中国政府参加
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必须履行的义
务。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
已3年多，按照履约要求，中国国内销售的
烟草包装，要用大面积的清晰图形警示揭
露烟害真相。但内地的烟盒目前仍然很精
美。原因并不复杂——2008年4月2日，国
家烟草专卖局和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示的规定》，
这个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只是要
求警示标志面积不得小于烟盒面积的30%，
并未规定必须使用警示图形。不规定要
用，结果当然就是不用。

卷烟业一直是我国的纳税大户，更是很
多地方的支柱产业。我也知道，在烟盒上印
上那些让人心里发寒的警示图形，会影响香
烟的销量，也会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源。

在控烟这个问题上，最大的现实阻碍
已经不仅是烟草商，而是由卷烟业支持的
烟草财政。烟草包装规定不是由负责控烟
的卫生部门出台，而是由烟草专卖局来发
布，更足见控烟思维的异化——负责控烟
的卫生部门，却在决策时被边缘化了，最后

竟只能无奈地“大力呼吁”……
控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个难题，说

到底，这仍然是一个怎么算账的问题。发
达的卷烟业的确能够带来滚滚财源，但大
家不要忘了，由吸烟造成的疾病，最后还是
要耗费巨大的国家医疗资源——早就有人
算过账，一个亿的卷烟产值，其背后往往就
是几个亿的医疗成本。更何况，国民身体
健康跟烟草财政哪个重要，本就是一目了

然的事。
那些严格履行《公约》义务的国家，算

盘打得的确比我们精，他们算的是大账，我
们算的，只能说是小账。我们能否尽快学
会重新算一算控烟得失这笔账？能否把推
进控烟的权力完全交给卫生部门？这些算
是《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提出的价值
之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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