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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红火
与实业的冰冷

据银监会近期发布的《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
(2011年第三季度)》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商业银行
累计实现净利润 8173 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为
22.1%。银行业的红火得到了数据论证。我们无意唱
衰这幅美景，但究竟是蓬勃还是膨胀，仍得拿数字说
话。今年前三个季度，五大国有银行净息差收入占总
营收逾七成。这一比例在股份制银行中高达九成。
银行业庞大的利润中“息差收入”占据了绝大部分。

这意味着什么？
以今年7月调整后的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

及贷款利率为例：前者为3.5%，后者为6.56%。按照
这一规则，商业银行以低利息为公众提供储蓄服务，
转手再以高利率将钱借出。二者之间3%的差价，就
是其绝大部分收入的来源。左手倒右手的工夫，大量
利润便坐收囊中。即使在剩余的中间及综合型业务
收入中，收取用户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依旧占据大
头。据 12 家上市银行年中公布半年报显示，在其
4207亿元盈利数额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近半。

说到这里，不知财大气粗的银行是否还有底气？
依靠轻松愉快的方式坐收利润，银行当然乐

意。然而，这一盈利模式对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冲
击。因为缺乏其他业务支持利润高增长，借贷成为银
行盈利的重要来源。然而，在当前利率管制的基础
下，商业银行根本不需要看市场脸色调整借贷利率。
因此，利率管制的屏障使银行远离了市场冲击。没有
别的金融机构与之竞争，靠利息吃饭有了保障。

即便如此，银行对借贷客户仍旧挑三拣四。相比
发展前景不明朗、利润难以预期的中小型企业，同样财
大气粗的央企、垄断型企业才是其首选客户。这样一
来，问题更加复杂了。银行的首选客户往往并不缺钱，
但既然支付了利息又拿到了闲钱，总得为资金找个去
处。于是，一时间大量热钱又蜂拥至各类投机市场。
最终呈现给公众的是那幅地王频现、物价上涨的画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实业发展的冰冷现
状。当前，民间大量中小型实体经济载体已经走到了
生死存亡的边缘。原材料、劳动力上涨、产业升级
……内外交困的境遇使中小型企业弹尽粮绝。然而
干涸的资金池却久久无人蓄水。万般无奈之下，走投
无路的企业主甚至纷纷转向高利贷等“地下通道”。

另据央行2011金融稳定报告显示，目前银行业
“贷大、贷长、贷集中”问题仍在加剧。这说明，资本市
场的畸形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金融体制亟须改
革创新，银行业也亟须得到市场制约、顺应市场的需
求。作为服务性行业，金融的诞生本应以辅佐实体经
济为初衷。而当前，被政策、制度高高拱起的银行业，
不能变成压在实业肩上的重石。当银行的火热遭遇
实业的冰冷，不知这样的反差何时终结？ 小 敏

环境税开征
不可单兵突进

在全社会都在对“税负指数”更加敏感的背景之
下，税收已经成了中国最受关注的话题。特别是每新
增一种税，社会各方的争论都会达到高潮。焦点不外
乎这样几个：为什么要开征，开征会对企业和个人产
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产生的税收会流向哪里。这样的
焦点表明，当政府的征税缺乏足够的民意约束时，对
这些问题的担心和质疑就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思
考路径和心理惯性。一有风吹草动，质疑就会纷至沓
来，情绪的反弹难以避免。

但从目前来看，环境税面临的舆论环境则显得
相对乐观。环境税开征的提议、酝酿已有时日，每当
环境和生态问题触及社会发展和民众生存时，环境税
就理所当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无论从国际通行做法
还是当下的社会现实的角度，环境税无疑是一种看起
来更为“正当”的税收。当全社会都在直面环境污染
的恶果的时候，以税收来约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增加生态破坏的成本，降低污染物的排放，调节污染
者的行为，以此倒逼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优
化，非常容易取得舆论的认同。这种政策目标之下，
开征环境税不仅显得正当其时，更显得时间紧迫。

但需要指出的是，征税与增税应是两个截然不
同的概念。每一种新的税收的开征，并不直接等同于
社会整体税负的增加。也就是说，直接指向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环境税，其征收结果和目的也
不能只是政府向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多征税收、多增
一笔财政收入，而是要在征税的同时，对低污染乃至
零排放的生产企业和个人给予更多补贴，实行更多的
税收减免，以纠正市场失效、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
再“正当”税收都不免落入让民众交纳更多的税金的
不良倾向。

与任何一种税收一样，环境税的开征也是一种
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石油石化行业的垄断性质，不
仅会使环境税征收面临阻力，而且容易导致向下游企
业转嫁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环环相扣，层层转嫁，
最终使消费者成为环境税增加成本的唯一承受者。
如果这样，环境税的最终目的便完全没有达到，反而
还会因公共产品提价影响到居民福利和社会稳定。
因此，环境税针对企业的市场地位，企业的成本核算
和薪酬体系恐怕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环境税的开征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体系共同推
进，仅就环境税谈环境税，不仅显得过于理想，而且容
易沦为增加社会负担的光冕途径。如果征税最终无
法落脚到公共福利的增加，就算出于最美好的法理出
发去要求新增某种税，最后的结果也只是继续增加政
府的收入而非公众福祉。

玉琼

官员复出制度
应对接公众关切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的两位官员，原县委书记邱
建国和县长苏建国，一年前被免职在相当程度上平息了
事件引发的公众情绪，日前的悄然复出又引起广泛关注
和争议。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公众的关切情绪只是暂时
被平息，并未得到合理疏导。

无论免职，还是复职，都缺乏权威部门对宜黄事件
的性质认定和公正说法，是引发公众关切的核心所在。

宜黄事件发生在去年9月10日，拆迁户3人被烧成
重伤，后有一人死亡。此后就有了邱、苏二人的直接参
与：拆迁户家属钟如九姐妹欲赴京接受采访，邱建国率
队在昌北机场拦截，钟家姐妹没能登机，此事被微博直
播；一名伤者去世后，以苏建国为首的数十人到医院抢
夺尸体，打伤钟家人。

那么，邱、苏二人具体是因为什么被免职的？该担
负什么责任？从中办、国办2009年发布的《关于实行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问责的七种情形看，第
四、五款等有关规定大抵符合。然而，这只是公众的解
读，当地上级机关并未就免职依据给出明确说法，这就
埋下了复职后引争议的隐患。

应当说，邱、苏二人的复出，同样符合上述《规定》，
其第十条规定对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
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同时规定“可以根
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酌情安
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二人复出均超过一年
之期，但二人分别担任的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
抚州市公路局局长的岗位是否“适当”，则缺乏解释。

没有对拆迁事件性质的认定，没有对免职原因的
明确说法，没有对复出岗位给出“适当”的解释，公众当
然会一头雾水。唯有透彻、合理的阐释才能解开公众的
心结，雾水笼罩只会让人疑窦丛生：当初免职是不是仅
仅为了暂时平息众怒？公然干出这么恶劣的事也能在
一年后官复要职，官员复出还有没有谱？复出制度依据

“酌情安排适当岗位”的弹性，会不会变成一些人手里的
橡皮泥？

官员犯错，当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在惩处的性
质、时间、程度等变量上，应有明确的规约，应与公众的
关切对接，至少要让公众能够以“合情合理”来理解。否
则，未免令公众失望。 家 兴

警惕形式主义节能减排
很多工作抓不好，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考核与问责

派不上力度，节能减排指标与官员业绩考评挂钩，派
上力度了。

如此力度的强制减排措施，应该不用担心完不成的
问题，令人担心的却是地方官员的“变通”，将减排指标
转嫁给老百姓。去年曾有报道说，在国家规定的节能减
排最后期限将要到来之际，很多地方开展“节能减排大
会战”，所有企事业单位、公共设施都要拉闸限电，有的
地区居然对医院、交通信号灯也拉闸停电，居民也要几
日一停电。

去年11月，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的调
查数据显示，当时中国南部已有2000多家民营加油站
因缺油而停业，在浙江、江苏、湖南等地，不少加油站实
行限量加油。而造成油荒的原因之一，就是突击减排造
成柴油需求的上升——突击减排迫使企业、单位和个体
自备柴油发电机发电。

节能减排，在“突击”中南辕北辙，显示的是地方变
通的惯性之顽固，以及变通能力之强大。官员怕自己被
否决，而先“否决”了正常的能耗事业与百姓民生，然而
面对“绑架”，不论单位还是居民，除了承受，并没有任何
抗衡的办法。

对地方节能减排落实情况实行一票否决的同时，如
何防止官员在减排中“否决”包括民生利益在内的正常
能耗事业，如果没有有效的办法，一些地方的减排成果
很可能再度为好看的数字所应付。 涤 明

对班干部问题不必上纲上线

因为小学班干部的一点“特权”
和打小报告的行为，就说小学班干制
度是在培养“汉奸”，我看言过其实。

某些网友总结称，小学班干部
制度培养的“汉奸”具有三个鲜明
的特点：一是为强权效力；二是告
密；三是奴役同胞。请问，班干部
听从班主任的安排，协助其管理班
集体，这能叫为强权效力吗？班干
部将班上的“坏人坏事”及时向班
主任汇报，以便班主任更好地了解

班级，管理班级，这算告密吗？班
干部对违反纪律的孩子进行一下
提醒，这是奴役同胞吗？如果按照
有些人的说法，学生是不是就该不
听老师的话，同学间发生的事一律
对老师保密，对违纪的学生全都视
而不见呢？真是岂有此理！

作为一名有着20年教龄的教
师、班主任，笔者承认，现在的班干
部制度确实有点变味。一方面，一
些家长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更

多的锻炼机会，培养孩子的“领导才
能”，替自己的孩子“跑官”；另一方
面，一些班主任为了牟取私利，总是
想借安排“学生官”捞点“油水”，本
应人人都有机会担任的班干部职位
便成了少数“关系生”的专利。

但是，笔者以为，对出现问题的
班干部制度，大可不必上纲上线，然
后一棍子打死了之。我们完全可以
稍加改革，使班干部制度摆脱各种
利益的绑架，成为面向所有学生的
锻炼平台。譬如引进“轮流制”，把
班干部定位为“服务性岗位”，然后
给每一个学生提供为其他人服务的
机会，让“班官”成为班级的“勤务
员”，何乐而不为？ 应 海

“孩子优先”
应成全民理念

大学生受骗谁之过
大学作为教书育人的教育场

所，为何能让无任何资质的教育
培训骗子机构进入校园公然行
骗，而且堂而皇之地在多所大学
校园宣讲他们“诱人”欺骗的“五
步法”？为什么学校坐视不管？

学生受骗，更应让教育界认
真反思：我们的大学究竟需要怎
么办？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
人才？

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能够为
学生走向社会提供真正的素质教
育，为学生们走向社会多做一些
实实在在的奠基之举，他们也不
会在茫茫人海中迷失方向，分不
清社会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真假
骗局；如果学校能够严格管理，就
不会从南到北出现这么多大学生
在求职路上上当受骗，让大家在
大庭广众之下看他们的笑话。其
实，大学生们很委屈，那些相关的
家长们感到窝囊。

大学生审视不出求职培训合
同中存在的骗局条款，什么培训
期限、培训内容、应当向对方索要
发票而不是收据，这些他们不
懂。学校老们懂得这些，可是却
没有教给学生。学校的低素质教
育只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这不
是学生们的错误。他们不会情愿
让人骗他们，他们更不情愿不依
靠学校实现就业，而在求职路上

“误入歧途”。
如果不是新华社记者的追踪

调查，我们不知道除了记者发现
的“转折号”、“感叹号”、“波浪号”
用“五步法”骗取大学生的信任
外，社会上还有多少无教育资质
培训的骗子机构，也不知道为何
应当担当责任的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每天都干什么？如果不是记者
深入调查，上海市的工商行政部
门说不定又要为新的申请核准名
称的教育机构发放营业执照。

问题出来了并不可怕，怕的
是职能部门装聋作哑，继续自己
的行政不作为，怕的是出现大学
生求职培训受骗的相关院校麻木
不仁，还将继续推行虚高的就业
率。如果让大学生在大学里学到
的是将来走上社会如何造假，那
可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更是国家
未来之悲哀，而非仅仅是学生和
家长之悲哀。 郭喜林

尽管只是征求意见，但条例
牵动人心。对孩子来说，这是交通
优先的一小步，也是校车安全的一
大步。虽然这“优先”，是一次次惨
痛的事故倒逼出来的，但终于迎来
的实实在在的制度赋权，既是对天
堂里孩子们的告慰，也是对更多孩
子和家长的宽慰与安全保障。

而对于转变社会观念来说，条例
则跨出了让“孩子优先”的一大步。

我们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17
年前，在克拉玛依大火中，就是一句

“让领导先走”，令孩子们错过了逃
离火场的最佳时机；我们无比心疼
地看到，在一些地方，成年人的活
动，还在用未成年人作道具：顶着烈
日出席企业庆典，穿着单衣雨中夹
道欢迎领导视察……虽然是极端少
数现象，但也折射出“孩子优先”的
理念并没有成为社会共识，也未获

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

稿里的那些“优先权”，不仅是一种
解决当前校车问题之需，更重要的
是，它传递出强化“孩子优先”国家
理念的信号。

保护孩子，是一个文明国家的
重要事情之一。我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
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
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犯。”“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
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
护未成年人。”这是法律规范，也是
道德准则。而刚刚颁布实施的《中
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也把保障儿童的优先发展提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
这些规定、要求，从纲要里、法律上

落实到与孩子们相关的方方面面工
作中，特别是落实到政府部门的相
关制度设计中。

对当前牵动人心的校车安全条
例来说，“孩子优先”体现在赋予校车
种种“特权”；而对各级政府机构来
说，“孩子优先”是校舍的“安全防
震”，午餐的“免费保障”，是不再让孩
子们在透风漏雨的教室里读书，不再
让孩子被拐离散、流浪街头，不再让
留守儿童缺乏生活保障；对全社会来
说，树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
文关怀，坚持“孩子优先”，应该成为
一种社会的共识与责任。

“校车之痛”带来了“校车优
先”。希望“孩子优先”不要再用

“痛”才能换来。一个坚持“孩子优
先”的国家，一个“呵护未来”的社
会，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寒 梅

马路两秒绿灯雷人
行人：刘翔都过不了

据报道，福州市一个
路口人行道上的绿灯只
亮两秒钟，11 日中午，记
者来到了这个路口。记
者看到，其他人行道上的
绿灯相继亮起，就是这一
路口的绿灯迟迟不亮。
好不容易等来了绿灯，记
者正准备迈步过马路，转
眼 间 绿 灯 又 变 成 了 红
灯。记者发现，绿灯仅仅
亮了两秒多。“每次过这
个路口都心惊肉跳的，10
多米宽的马路，2 秒钟就
要走完，恐怕刘翔来了都
来不及过马路。”路人对
此很不理解。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
况反映给了福州市 110
报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表示将立即派人前往现
场查看并尽快处理。

王铎 绘

12月8日，据爆料人李先生介绍，最近，海口市第11
小学(总部)下发通知：要求下午下课时间到，家长务必按
时到校接回小孩，小孩不得滞留在校园范围内。近几天
开始，学校真的将滞留在校园内和校门口(校警室)的学
生赶出校园，不得留在校园或靠近校门口。这些小孩没
办法只能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卖部玩耍。他认为，学校这
种校园管理失去了人性化管理，不顾孩子的安危，有失一
个名校的声誉。 王铎 绘

海口一小学
禁止学生放学滞留校园

引发争议

1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接送幼儿、
小学生的应是专用校车，还赋予校车三项优先权：交警指挥疏导校车优先通行；校
车可以在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的路段行
驶；校车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等。

12月4日，在某论坛上民生银行负责
人表示：银行利润那么高，我们自己都不好
意思公布。这句话瞬间引来一片哗然。银
行的利润究竟多高，以至于有人发出如此感
慨？我们不妨整理一下思路。

近期民众频受大雾的侵扰，环境问题
成为这个冬天最热门的话题，环境税征收
也再度受到媒体的热切关注。昨日的新
闻显示，财政部已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环保部根据税收
法定的原则，将抓紧环境税法的论证评估
工作，并适时提出立法建议。

如果官员因犯错误被免职，只有一年的
时间约束，而无职位的分量约束，问责制度就
只能起到时间缓冲作用，而难以起到红线不
可越的警示作用。

环保部相关负责人透露，环保部将与各
地政府及国企一把手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书，强制落实减排目标。将减排目标完成情
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
和一票否决。(12月11日中国广播网)

最近，一条微博引发了热议，微博称：小学班干部
制度是在培养“汉奸”，发达国家小学没有班干部制度，
建议取消该制度，让所有孩子平等成长。(12月11日，
中国广播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收钱不给培训，退款说你违
约》的新闻调查，揭示了大学生
求职培训的黑幕，也暴露了目
前许多大学校园教育的软肋。
读罢这则新闻，不仅让人极为
错愕，更让人替那些受骗的大
学生鸣不平。我们先不要说大
学生为啥会这样傻，而应当大
声质问：大学生受骗谁之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