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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改革面临两难选择
对居民自住房屋征收房

产税，这一贯穿2010年全年的
政策悬念至今仍未现形。

房产税目标主要是调
控房价还是筹集收入？“借
道”现有税种还是开征新
税？土地、住房、财税等部
门权责如何协调？当地方
将房产税试点的申请提交
国务院，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便浮出水面。

此前，各地对居民自住
房屋征税的方案，就是改造
现有的房产税，将征税范围
扩大到居民自住房屋。这一
方案无需开设新税种，只需
修改现行《房产税暂行条例》
即可。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依然坚持改革初期确定
的整合现有税种、开征新税
的思路。

“修旧”还是“立新”

房产税在中国并非新税种，1986年
10月即在城市、县城等按年征收。当时
出台的《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对个人
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目前拟议
的房产税改革，就是将征税对象扩大至
个人非营业用房产。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安体富对记者表示，要对个人住宅征收
房产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修改《房产
税暂行条例》，取消免税规定。

这一方案，在政府强调税收调控楼
市的背景下提出，因为无需开设新税，
不涉及人大立法程序，被认为是推进改
革的“捷径”。

不过，一位接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的专家告诉记者，目前两部委已经
达成一致，整合现行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为新税种——房地产税。这和地
方上报的试点方案并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官方对房产税
的表态悄然发生了变化。2010年 10月
27 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涉及房产税的
表述是“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这
与去年 9 月 29 日“国五条”出台时提出
的“加快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推广
到全国”，明显不同。

中央地方想法不太相同

“一些房价涨幅很高的城市，最担
心改革会影响当地的楼市。”一位参与
地方改革研究的专家表示，地方上报房
产税试点方案，实际的覆盖面很窄，仅
仅是针对少数高端房产。

如今，多数社会公众的理解，政府对
居民住房征税的目的是要压低房价。的
确，这是中央政府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过
程中衍生出来的目标之一。而这一中央
政府默认、社会公众一度渴盼的目标，恰
恰是地方政府很大的担忧。

将税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这是财税部门推进税制改革的一项原
则，也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房地产税
收的改革，更是将改革和调控相结合的
原则发挥到了极致。

中央决定对居民住房征税，主要目
标是完善分税制，给地方以稳定收入来
源。但社会公众却误认为，目前政府推
进的房地产税改革，其目标就是为了压
低房价。因为对住房征税并不能确定
必然会带来房价下降。相反，税收增加
会导致成本上升，这就难免影响最终价
格。所以，2010 年上半年以来，中央政
府开始刻意弱化公众用税收调控房价
的期望，开始强调房地产税并非针对房

地产市场，而是完善税制改革，
为地方提供稳定的财源。

安体富告诉记者，土地、房
产都是不断升值的，房产税对
地方政府是一个稳定的不断增
长的收入来源，长远看这个方
向并没错。但是，这一税种涉
及千家万户，有地方政府担心，
先行试点会导致市民的抵触。

目前，丰厚的土地出让收
入，以及逐年上升的房地产交
易环节税收，让地方政府尝到
了甜头，在保有环节征税的积
极性因此大打折扣。

卖地收入京沪争冠

继上海、杭州之后，北京在
2010 年已经成为土地收入破
千亿的国内城市，很可能在
1500 亿元的水平线上，力压上
海成为新的卖地冠军。

统计显示，2010 年，上海
全年的土地拍卖将超过 1500 亿元。
2009 年，上海土地收入达到 1024 亿
元。2008 年，该项收入仅为 419 亿元。
按照所售地块规划，用于商品住宅的平
均楼面地价达到10574元/平方米，同比
上涨46%。

虽然拥有如此惊人的增幅，但上
海却并非全国土地收入最高的城市。
根据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统计
数据，截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2010 年
北京土地市场成交的经营性用地和工
业用地共计 252 块，土地出让金累计
1517亿元。

在地产央企林立的北京，抱团拿地
的现象非常明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
受关注的CBD中服地块争夺战役。中
服六幅地块最终的斩获者中，除了中信
集团、民生银行系独自拿地外，其他四幅
地块均由联合体竞得。拿到Z14地块的
联合竞标体中，竟囊括了包括玖龙纸业、
正大置地等11家公司。

央企和大型金融机构在2010年仍然
延续了强势拿地的劲头。而以和黄、新鸿
基、瑞安、汤臣、凯德为首的港台房地大鳄，
则一直秉承低调力拼重磅地块的理念。

一线城市商业土地市场的大洗牌，
似乎昭示着纯粹的房地产商品市场，已
经由全民炒房时代，变为大佬们狂欢的
舞台。 据《重庆晚报》

业内人士称：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今年出台
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逐

步扩大，是“十二五”时期避不开、
绕不过的重大问题。2011 年很可
能是收入分配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的一年。

收入分配关系到每一个人的
钱包，向来都是一个敏感话题。
从 2006 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
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
在争议中走走停停。从 2009 年 4
月 2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
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
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至今，
众所期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
待字闺中。

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
司副司长纪宁就此解释说：“由于
收入分配的问题涉及面广，既是
民生问题，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局，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
杂性的特征，所以必须着眼长远、
统筹考虑。”

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虽
然没有在2010年按时出台，但是已
经有一些达成共识的改革措施在
2010年陆续出台了。

最低工资上调率先吹响“集结

号”。自 2010 年 2 月 1 日江苏率先
上调最低工资，目前全国已有29个
省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
幅达 24.0%。其中，河南最低工资
平均增幅达 37.5%，列全国之首。
调整后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上
海市，达1120元。

此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也
有较大进展，一些地区探索实行
了行业性和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
制度。据悉，全国总工会将在 3 年
内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中全面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并将考虑把
企业是否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作为“五一劳动奖状 (奖章)”等评
先评优的必备条件，将从法律上
对拒不接受工资集体协商的行为
进行惩处。

除了上述两项改革，2010 年还
贯彻落实了2009年颁布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
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第六次提高
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

2011 年很可能是收入分配改
革有突破性进展的一年。

在政策层面上，先是 2010 年
10 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

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调整
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
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紧
接着，12 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在 2011 年工作安排中提
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
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
势”，且将此放在“加大改革攻坚
力度”的总领下，可见中央对此
事已下定决心。

“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
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
主要是经济社会体制问题与经
济 发 展 方 式 和 经 济 结 构 问 题 。
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
主 要 问 题 ，一 定 既 要 改 革 收 入
分 配 制 度 ，同 时 又 要 深 化 经 济
社 会 体 制 改 革 ，加 快 转 变 经 济
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从这
一层面和角度来研究和解决才
能 取 得 成 效 。 目 前 ，收 入 分 配
改 革 已 经 有 了 最 高 指 令 ，2011
年‘十二五’规划颁布就成为了
国家意志。”中国劳动学会副会
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
南告诉记者。

据苏海南介绍，“十二五”规划
将会在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特别是将一些
指标纳入到“十二五”规划中。

然而，制订多年的收入分配改
革方案何时出台，民众翘首以盼。
业内人士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有可能在2011年正式出台，措施包
括提高中低收入者工资水平，完善
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
的双重调控政策，加大税收对收入
分配的调节力度等。

苏海南告诉记者：“收入分配
改革方案肯定会出台。因为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了明确要
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
二五’规划确定的有关方针以及
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指
引下，2011 年收入分配改革各方
面的工作都会在现有工作基础上
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

据《中国经济周刊》

群众对“送温暖”有五盼
岁末年初，各地“送温暖”活动又掀高

潮。广大困难群众在心存感激之余，对“送温
暖”活动也有“五盼”。

一盼送温暖要“常坚持”。以往一些地
方的“送温暖”，往往都集中在元旦、春节期
间突击进行。殊不知贫困群众的困难并非
都在这个时候才有，“送温暖”活动不能“过
年才到，年过便走”。对贫困群众更多的是
要注意平时的关心和照顾，在他们最需要的
时候，及时送去党和政府的一份关爱，让“送
温暖”活动做到经常不断，变“年终关怀”为

“终年关怀”，使困难群众能时时刻刻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

二盼送温暖要“送得准”。长期以来，许
多地方在“送温暖”的对象确定、款物分配等
问题上，一直无明确标准，无章可循，多由乡
镇、村组或基层干部说了算，随意性较大。群
众盼望有关部门能够严格把关，认真审查“送
温暖”的对象是否名副其实，确保“温暖”真正
送到困难群众手中，而不能送偏了门。

三盼送温暖要“静悄悄”。 有些领导干
部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绩，在给困难群众“送温
暖”时大批记者前呼后拥，让受助者站成一排

“亮相”，使不愿在公众面前露脸的被救助对
象处于尴尬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伤了困难
群众的自尊心。他们希望领导干部“送温暖”
不要过多强调“场面”，做到“静悄悄”地送温
暖，在送上关怀和温暖的同时，也能送去一份
人文和体贴。

四盼送温暖要“降成本”。有的地方
“送温暖”不讲经济成本，仅仅是送上几袋
米面或几百元钱，就长途驱车几十里、上百
里，几个人跑上大半天，还要吃上一顿“公
务午餐”，由此花费的人力、物力，早已超过
了慰问礼物的价值。有的地方不讲时间和
人力成本，慰问场面提前安排，救助对象早
早等候，来回车水马龙，随从人员一大帮，
记者拍照摄像，领导发表讲话，隆重得像个
小型演出，群众对此颇有微词。他们希望

“送温暖”也要讲成本,要把“送温暖”的成
本降下来，节省下来的钱也许还能再救助
一个贫困户！

五盼送温暖要“挖穷根”。不少部门单位
开展“送温暖”活动，往往只是单纯送些粮油、
衣被、资金等实际的物质，当他们用完这些物
质时，困难和贫困依旧。因此，困难群众盼望
有关部门的“扶贫”应形式多样，因人而异，能
向送技术、送信息、送知识、送岗位、送项目等
深层次“扶智”“输血”延伸，标本兼治，帮助他
们“挖穷根”，使之早日告别贫穷，从根本上解
决其生产生活问题。 张崇明

“头衔通胀”是精神通胀的“引号”
如今，一些企业喜欢向员工派送各类唬人的头

衔，一个小公司都会涌现多个市场经理、运营总监；一
些人也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名片上加印各种头衔。
这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头衔通胀”。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某网新闻中心，对1933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6.9%的人感觉当今社会“头
衔通胀”现象普遍，其中 38.4%的人表示“非常普
遍”。（《中国青年报》12月4日）

物价通胀的到来，让人忧心的仅仅是钱包的
羞涩；而“头衔通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
显然反衬出了社会性的精神泡沫，隐喻着群体的
信仰缺失。

我们的精神世界曾经无比富庶和丰润。放眼
历史，数千年文化的积淀，铸就了厚德载物博大精
深的精神风骨。从古至今，无论是王朝更迭还是战
火硝烟，乃至于近现代被侵略被奴役的黑色岁月，
我们始终都没有放弃自强不息的精神呐喊，大师与
巨人频出引领整个时代。但如今，不管愿不愿意承
认，我们的精神世界都有学名叫“通胀”、俗名叫空
虚的征兆，越来越多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正在折
射出这种精神的功利与“通胀”迹象。而“头衔通
胀”，不过是“精神通胀”的一个“引号”罢了。

从超女诞生到选秀流行，从木子美的下半身写
作到凤姐的自恋式炒作，从“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
行车上笑”的另类到“非房勿扰”的现实……回过头
来看，在娱乐精神攻陷一切、消费主义席卷一切的
时代，我们的精神信仰缺失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
迫切需要救赎的低谷。禁得住不雅女禁不住信仰
缺失，价值观的被颠覆被渗透，已经动摇了很多人
努力向上攀登的信念。文化领域的“娱乐至死”，说
到底也是精神“通胀”的另外一个“引号”。

而在社会领域，类似关乎精神矮化的“引号”
更不鲜见。譬如宽容与信任的普遍性沦落——
现实中，一个无意的眼神有可能诱发一次冲突，
一个“馒头”或可以引发一场血案；“围观猝死”，

“不敢伸手”；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可现代邻
里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小事搞出大动静，正
常的事情搞得不正常，传统的价值观步步溃逃。
有时候真的是感到了心灵的煎熬：我们为什么会
变得这样充满戾气和互不信任？我们为何总是
这样在心理上排斥他人？我们总是在抱怨社会
的冷漠，却没有想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耐心给予他
人一个信任和尊重的微笑。带着自我封闭的桎
梏走向社会——这种浮躁不安，因为缺乏了精神
信仰的支撑，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就如同贾平凹
在小说《浮躁》中所描述的那样，“总有一种排斥
感，但到底排斥谁，自己心里也不清楚，毫无对
象，也要恨，也要怒火”。

因此，问题出在“头衔”里，根子却在“精神”
上。只要精神“通胀”得到有力的救赎，所谓的“头
衔通胀”不治而消。 陈一舟

为了幸福尊严 我们可以慢一些吗一切都比预想的
更快。2010 年仍是超
越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投行经济学家
大胆地预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所要花费
的时间也许更短。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似
乎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列车的运
行速度，中国经济仍可能实现两位数的增
长。有这样的底气，中国甚至表示将为稳
定欧洲经济掏出真金白银。

中国有能力创造第一。上海世博会和
广州亚运会创造了各自的历史纪录。一切
在预料之中。在这个世界大聚会中嵌入的
中国元素，使身临其境的人们感受到这个
国家释放出的自信与活力。

这一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和在建规模
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快的
火车以及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中国
银行业的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世界第一。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今日世界，“北
京时间”已经不可或缺，中国因素日益举足轻
重。这固然是指崛起中的中国急剧膨胀的经
济规模和资本实力。这一年中国在世界银行
的投票权跃居第三，中国还将成为国际货币

基金的第三大股东，从哥本哈根到坎昆，世界
气候大会被演绎成美中之间的对话与较量
——这多少有戏剧化的成分，但也不妨理解
为这个世界对中国的某种看待。

“北京时间”是以速度为基础的。因
此，在所有的自豪和感动之外，我们始终怀
有几分警觉。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所
造就的奇迹，是在速度压倒一切、速度稀释
一切的前提下完成的。在这次金融危机
中，中国式复苏，超过9%的经济增长展示了
中国进行经济动员的能力。这一切还将继
续吗？现在我们要说，是到了对北京时间
进行修正的时候了。

我们可以更慢一些吗？如果站在2020年
回望，我们会怎样理解2010年的中国经历的
一切变化？我们会不会后悔跑得太快，甚至没
想好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
如何敢对所有人说，我们正在创造的是一个美
丽新世界，为之付出代价是多么值得。

我们消耗了世界第一的资源，有一天
我们即使付出双倍的代价，也不能挽回失
去的青山绿水。

我们拆掉了老旧
的城墙，但是历史却仍
然愿意坚守所有的记

忆；我们的乡村以只争朝夕的豪情进入了城
镇化时代，然而我们终会明白，如果以新生
活的名义圈走农民手里的土地，毁掉的可能
不只是农田，还有农民对公权力的尊重。

我们可以更慢一些吗？我们可以放弃
一些速度，如果我们因此而有机会检修中
国这列高速运行了几十年的经济列车，如
果我们因此可以更多地与世界对话，找到
更好的相处之道，如果我们因此能够更多
地倾听民众的呼声，以他们的意愿修正未
来的轨道，如果我们因此可以拥有更多的
蓝天，如果我们放弃跪着趴着赚快钱的机
会但能够站着也把钱赚了，如果我们因此
而可以宣告活着，幸福而有尊严，我们为什
么不能更慢一些呢？

2011，让我们慢下来。不计代价的快往
往换来失速的未来。适度的慢不意味着失
败，北京时间也不会因此黯然失色。一个能
够让自己的民众拥有幸福感的国度，一个不
单单以速度获得承认的经济体，只会赢得这
个世界更多的尊重。对于这个国家的民众来
说，它只会更有魅力，更具认同感。经观文

非诚勿扰“满意率=(非常满意×
100%+满意×90%+基本满
意×70%+不满意×50%)÷
得票总数×100%。”这是一道“脑子急转弯”
试题吗？错！这是一道“奥数”题吗？错！
这是一个政府网站行风投票评议计算公式。

《重庆商报》1月4日报道说这个奇特的
公式已高挂在开县政风行风投票评议网上
14天了！

这哪里是在进行民意测评啊，这分明是
在考试民众的智商。不过，既然雷人的考题
出来了，愚民索性“将计就计”看看开县政府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吧，演练一番试试看：假
如100名群众给受评的部门、公用企业单位
投票时，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都是0票，
不满意得票100票，那么，套用这个公式会
是什么结果呢？等待奇迹出现吧：满意率=
(0×100%+0×90%+0×70%+100×50%)÷
100×100%，哇塞，群众满意率仍为50%，这
真是个金身不败的神奇的公式啊！

群众一计算，“有关部门”惶惶然出来
说话了——该地纪委回应称是网络公司搞
错了，呵呵，至于是不是网络公司的又一个

“临时工”干的，没有明说。
群众一计算，这个在网上挂了14天的

公式被迅速在网上做了更正。工作人员
称，被更正的公式不会影响评选结果。

而这个雷人的公式仍然
“更正并娱乐着”，因为，被更
正后的公式是：测评得分=(非

常满意×1+满意×0.9+基本满意×0.7+不
满意×0.5)÷得票总数×1。这次，好奇的我
当了一次小学生，仍然假如100名群众给受
评的部门、公用企业单位投票时，非常满意、
满意、基本满意都是0票，不满意得票100票，
结果得到的测评分居然还是50分。

这则持续性的新闻到此可以做个小结
了。它首先让我浮想联翩，想到诸如此类
的成语故事——“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
盗铃”、“自欺欺人”甚至那句国人皆知的

“又想当什么又想立贞洁牌”等等。而后又
联想到前不久某政府网站也是推出行风评
议，在只有两项的选择题中，要么是非常满
意，要么是满意，与这种非此即彼、没有任
何科技含量的“逗你玩”命题相比，开县人
民政府“与时俱进”推出的这道奇特公式算
是进了一大步，只可惜，仍然经不起推敲，
最终被戳破！你可以忘了以人为本，但别
忘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末了，我又联想到最新火爆的贺岁
片。片名很有趣“很给力”，借此奉劝当前
或后来的“伪行风评议者”：一定要“让真情
飞”，而不要“非诚勿扰”哦，否则你岂不是
戚戚然要成为“赵氏孤儿”乎？ 党贺喜

背道而驰
去年5月，武汉

市对医疗机构作出
全面禁烟规定，要
求至2010年年底，
逾半医院需建成无
烟单位，2011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禁
烟。这一要求能否
实现？记者多路探
访发现，情况很不
乐观。因执法人员

和执法力度不足，5
年来未开出一张罚
单，“禁烟令”成为
一纸空文。据介
绍，我国尚无一部
专门针对公共场所
禁烟的法律，北京、
上海、杭州等 150
个城市和地区虽说
都颁布了公共场所
禁烟规定，但都因
种种原因有规难
行。 焦海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