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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
香港商业环境可资借鉴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商业环境,对
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异常重要,在经济
处困难时期尤其如此。要想应对经济
下行压力,扭转经济困难局面,除财税政
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度宽
松以外,更加重要的,是要给市场经济的
所有细胞创造一个宽松的商业环境。
在创造宽松商业环境的过程中,政府是
主角,因为政府与经济细胞的关系决定
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

香港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
体之一,这里有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香
港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与其长期
奉行的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关系很
大。

这种政策,从具体事件中可窥见一
斑:企业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
引来麻烦；香港公司的财务报表“往往
都很干净”,没有任何其他开支；商业环
境很单纯,“还不用请吃饭”；有一个放下
架子鼓励企业百姓尽其所能赚钱的政
府；香港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
手他人的事的本能”。

如果要说“干预”的话,那就是在经
济最困难时期,香港政府会帮助中小企
业渡过难关。比如,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时,香港特区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
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担保计划,许
多中小企业因政府担保拿到了银行贷
款,顺利度过危机。

这些使笔者想起在加拿大做生意
的表弟,我曾问他在加拿大做生意的最
大感受是什么?他的答案是:简单、自由
——除了定期交税以外,加拿大没有任
何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
和机构经常“骚扰”,创业的初始成本非
常低。

目前,中国大陆正在全力应对经济
下行压力,力图实现稳增长。我们已经
看到,货币政策有了微调,财税政策也正
在加力发力。但笔者认为,更加重要的
是,应该在给创业者创造一个成本低、效
率高、廉洁透明的宽松商业环境上做足
文章。

中国大陆经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能说与商业环境一点关系没有。从
审批部门庞大、税费项目繁多、“三公”
经费居高不下、公司企业公关招待费年
年增加等,就足以看出商业环境状况。
最近,某地宣布开发风能太阳能需要气

象部门审批,可以说是大陆商业环境不
容乐观的典型写照。这一新规不但背
离鼓励新能源开发政策,而且与新36条
背道而驰,归根结底与市场经济体制相
背离。

香港既是中国特区,又是中国的窗
口,更是中国大陆学习吸收先进管理经
验和管理方式的最好样板。香港仅次
于新加坡、世界排名第二的商业环境,对
于中国大陆正在全力进行的稳增长,具
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在稳增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大
力度净化商业环境,大幅度降低创业门
槛。具体来说,一是大幅度降低税费,实
实在在减轻企业公司和个人负担；二是
创业零门槛,对于投资兴办小微企业零
费用注册,取消一切收费,三年内免除所
有征税,并给予一定额度的小额创业贴
息贷款；三是大幅度精简压缩市场直接
管理机构和人员,现有审批事项减少三
分之二,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限期完结并
不准收取任何审批费用。当然,归根结
底还是取消审批事项,因为,只要审批权
在,就可能造成明里不收费、暗地里收黑
金的寻租腐败等现象,这同样会加重企
业负担。

借鉴香港经验,构建良好的商业环
境,既是稳增长的迫切需求,又是中国
大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 余丰慧

央视日前开播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
——我们的故事》，以党的 90 多年历程为背
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题，讲述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坚持理想信
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故事。一个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信仰故事，
传递出让人震撼的信仰力量。

信仰是精神的，却非虚幻的，是通过一个
个人物诠释的。信仰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实践与坚守。没有实践，信仰会沦为思想的

“空中楼阁”；没有坚守，信仰就失去了存在的
根基。中国共产党用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历
程，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具体鲜活的目标的实
践，让信仰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口头上的
声音，而是成为一条绵延至今的长河，流过峥
嵘岁月，见证历史沧桑，融入时代精神。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砍头不
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
人。”在那个“革命和写诗都到了不要命的境
界”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放弃了荣华富贵、
锦绣前程，前仆后继，舍生忘死，表现出来的
坚忍与力量让世人惊叹。他们也是血肉之
躯，他们的生命也只有一次，为什么选择“以
命相搏”？因为他们有信仰——马克思主
义。他们甘愿用生命去实践、去坚守这份信
仰，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和人类良知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为绝大多数
人谋利益的。他们用这信仰指导中国进行反
帝反封建革命，成就了一个“可爱的中国”。

硝烟散去，“战争”却远没有结束。面对
“一穷二白”的新世界，信仰面临的挑战虽不
是生与死的抉择，却是成与败的考验。在这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们再次感受到了
共产党人的可敬、可爱、可亲，他们用实际行
动为信仰注入了新鲜活力。从“抗美援朝精
神”到“大庆精神”，从“雷锋精神”到“红旗渠
精神”，他们把自强不息、艰苦创业融入了信
仰；从张秉贵到焦裕禄，从钱学森到邓稼先，
他们把信仰化为了“一团火”“一滴水”，造福
社会，温暖人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信仰也在与时俱
进中不断丰富与完善。让人民得到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信仰的本
质。不论是像沈浩那样致力于建设一个新农
村，还是像蒋筑英那样致力于改革创新一项
技术，或者只是像徐虎一样修好水电，像王顺
友一样送好邮件；更不必说在抗击“洪水”“非
典”“地震”等危难关头，共产党员所展现出来
的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他们吹响的是信仰
的嘹亮号角，展现的是永葆先进、纯洁和优秀
的历史画卷。

岁月无声，历史有情。在“信仰之河”
里，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一叶扁舟”成长为

“一艘巨舰”，中国人民从受压迫受剥削到当
家做主。而那些为了信仰“勇往直前，断头
流血，殚精竭虑”的过往，依然照耀着我们前
行的路。 安传香

从出狱的第一天开始，周正龙就面对媒
体口出狂言，表示要继续上山寻虎。而旋即，
周正龙再次声称拍到了老虎脚印，仿佛又让
人回到了“正龙拍虎”方兴未艾的时候。

周正龙为什么撞破南墙都不悔，答案并不
复杂。横空出世的“正龙拍虎”，没有唤醒公共
社会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而是引发了至
今还没有完全平息的围观娱乐热潮。以至于
周正龙刚出狱，各路媒体就蜂拥而至。舆论的
过度关注和追捧，让这个老农窃喜：“周老虎”
是具有品牌效应的。因而，舆情对于周正龙的
追逐越强烈，“拍虎英雄”就越兴奋——他真的
是“要一个说法”吗？我想，他所图的不是“说
法”而是“利益”。持续两年多的舆论追捧让一
个乡村农民，成长为“有着特殊的斗争策略和
强烈地掌控媒体的意识”的农村里的聪明人。

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周正龙再拍虎”
已经与公理正义和法律规则无关，演变为赤
裸裸的娱乐事件。而相应地，小农民意识的
造假者周正龙亦成功“转型”为通过商业炒作
和炮制看点来获得名利的网络红人，与“凤
姐”之流并无太大的区别。追捧者图的是“围
观效应”和“眼球效应”，而“周老虎”图的也就
是心照不宣的那点事儿。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周正龙已经
逐渐被包装成全新的“周老虎”。“周老虎”的

“寻虎”式炒作，与芙蓉姐姐的自恋、凤姐的示
丑，形不似而神似，着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这个娱乐狂欢的
时代，可以没有野生虎但一定会有“周老
虎”，不管其背后有没有炒作的利益链条，都难
以否认“周老虎”娱乐偶像化的结果，更不会影
响“周老虎”作为中国式炒作的时代印记真实
记录下来。“周老虎”们属于这个看点消费越演
越烈的时代——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我们
都将无法回避中国式炒作在社会转型期所席
卷而过的深深阵痛。 陈一舟

住房信息联网数据
很敏感？

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一旦联网，
其好处多多：这些城市楼市销量、资金流向、
房屋空置率等相关信息就会“一览无余”；个
人在不同城市间的购房信息将被“一网打
尽”，异地炒房不会再“漏网”……

如此利好的政策，各城市理应热切响
应。但蹊跷的是，住建部在推行这项政策时
阻力重重，眼见距离规定的最后期限没几天
时间了，仍有 22 个城市未能按规定实现联
网。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个中缘由：个
人住房信息联网“数据很敏感”，可能牵扯出
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

原来如此！虽然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
联网的本义不是反腐，却会让个人在不同城
市的购房信息“一览无余”。这种“透明”对寻
常百姓而言，少有人计较；但对个别腐败者而
言，绝非好消息。一位官员若是拥有数套甚
至十几套住房，这本身就是一封举报信，借此
倒查腐败者，就轻松容易多了。

有些官员动辄拥有N套房子，这早已不
是秘密。前不久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就声称：

“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
遍。”一些腐败者动辄被曝光有十几套甚至数
十套房子，更是一种印证。

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联网，不仅可为
房地产调控提供最基础的数据支持，而且还
能“搂草打兔子”，顺便揪出一些腐败者，这是
意想不到的好事。但有悖公众逻辑的是，一
些城市恰恰由于担心牵出公职人员腐败问题
而不愿联网，究其原因无非有这几种答案：一
是个别人本身或许不干不净，担心个人住房
信息联网“伤及”自己；二是有些人本身是既
得利益群体之一，“官官相护”是其惯有的思
维；三是有些人反腐“叶公好龙”，嘴上喜欢说

“反腐”，实际上只说不做。
为了打消一些城市的“信息安全”忧虑，

“鼓动”他们尽快联网，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曾
郑重承诺：“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
负责人都同意，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
调出来。所以，市委书记、市长尽管放心。”住
建部部长的保证从侧面说明，反腐之路任重
而道远。 笑谈中

只许银行钻空不许客户捡漏？

从公布的信息来看，宋荣贵确实捡
了银行的漏。正如法院审理认为，“银行
交易系统应当作出拒绝接受交易的判
断”。可由于该系统存在漏洞，没能够作
出正确判定，造成了宋荣贵的交易没有
被系统发现。银行把这笔钱当做“不当
得利”划走，法院也支持银行的行为，都
表明他们不认可这种“捡漏”行为。

虽然在民间语境中，“捡漏”、“钻
空”多少带有一点贬义。但我们不能忽
视一个现实，目前富起来的人中，多数
人其实正是钻的法律或者制度的空子。

从银行来看，民间一直诟责银行利

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通过利率甚至收费
项目来保证自己的赢利。这些年来，银
行其实也一直“钻空子”。现在针对银
行的管理规定越来越多，这体现出监管
部门认识到留给银行的空子太多，正在
逐步把空子堵起来了。

说了这么多，只想证明一点，“钻空
子”的并不是个例，也不仅仅是公民行
为。过去，现在，未来，一直都有还会继
续有人钻法律和制度的空子。相对于
银行，普通客户也最多只能称“捡捡
漏”。按照银行的逻辑，“捡漏”属于“不
当得利”，那么自己“钻空子”又算是什

么行为呢？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并
没有见到银行把过去“钻空子”得来的
利吐出来。客户“捡漏子”是“不当得
利”，自己“钻空子”是经营有方，银行的
这一双重人格只能让人不齿。

按照银行“钻空子”的习惯做法，发
现空当了，那就把空堵上，下不为例。
同样，发现客户“捡漏”了，也只有把漏
补上。至于说客户通过“捡漏”获利了，
那也只能怪自己管理不善。

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并不支持
“捡漏”行为。但市场经济恐怕也无法
避免“捡漏”、“钻空子”。网上流行一句
调侃话：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
走。真正的理性之举是走好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漏可捡、无空可钻。从人格统
一出发，银行还是先把自己“钻空子”得
的利吐出来，然后再把客户“捡漏”称为

“不当得利”吧。 毛建国

1元以下免征触动民众减税神经
近日,国税总局发布《关于1元以下

应纳税额和滞纳金处理问题的公告》(以
下简称公告)，表示为提高征收效率，降
低征收成本和纳税人负担，主管税务机
关开具的缴税凭证上的应纳税额和滞
纳金为1元以下的，归零计算。

公告一出，即引起网民热议。近年
来，有关部门已经通过提高个税起征
点、对小型微型企业实施所得税减半征
收等方式降税，但民众对继续降税负的
期待仍然很高。如今再次听到与减税
相关的消息，数额却是“1元以下”，难怪
一些网民感觉“失望”了。

相比于“降低纳税人负担”，“1元以
下免征”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降低征
税成本。2011年全国完成税收8.6万亿
(扣除出口退税)，小数点后资金冗余是一
笔不少的数目。但与此相比，计算机系

统更新、核算人员增加、票据、纸张等成
本会大于所收款项。一句话，征收“1元
以下应纳税额和滞纳金”，不划算，干脆
不征了。

其实，作为税务部门，降低征收成本、
提高征收效率本身就意味着税款的利用
率提升，而这也是对纳税人最大的负责，
不必再说这是为纳税人减负，如果这种获
利对个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话。

虽然站在税务部门立场，从汇总的
数据来看，可以认为确实是在试图降低
纳税人负担，否则仿效欧美国家实行小
数点后四舍五入制亦无不妥；但看起来
可观的整体数据，细分到个体都会显得
渺小。站在普通纳税人角度，无论是进
位制、归零制抑或四舍五入都几乎不会
对公众产生太大影响。尤其是从感性上
讲，如果“1元以下”的负担降低，是需要

背负“被减轻”的标签，大部分人都会不
屑一顾。

这些年来，一有和“降税”有关的信
息，无论大小，均曾引发民众热议。而
加强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民众负担
的呼声，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也显得
越加必要。“降税”对中低收入者而言，
就是“增收”，就可能提升消费意愿，从
而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现在，从有关部门“1元以下免征”的
新政，不难看到阳光的一面：以提高税款
利用率为出发点，减少高成本税收行为(如
小额纳税)，也是一个有前景的出路。如果
这是税务部门从注重直接效果到间接效
果的转变，从更综合的角度调整税收结
构，那么，降低高值消费品税收以缓解境
外购物热，提供普通公众消费退税等，都
是可以期待的大好政策。 京 文

“领导亲戚”可给“折扣”？
据报道，深圳一李姓女

子自称找了“政府的关系”，
从开发商手中拿得批条，可
以7.8折购买两套别墅，低于
市场价 839 万元。不过事
后，开发商不同意按折扣价
卖房，女子指其不讲信用出
尔反尔。开发商则说：“她说
她是某书记的亲戚，我才会
给她这个折扣。如果她不
是，我会给她这个折扣？”

说穿了，这800多万“折
扣费”，完全是一宗赤裸裸的
权钱交易而已。凡是涉及权
钱交易的腐败现象，都是对
当今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的
一大威胁，有关方面不可不
予警惕。吴之如 文/画

在香港,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
白手起家的穷小子,只要向公司注
册处缴纳不到2000元的费用并出
示身份证,新生意最快6天后就可
以开张；赚来的钱,大部分可以放进
自己口袋里,因为除16.5%的利得
税外,这里再没有任何眼花缭乱的
税种。不擅应酬在这也并无大碍,
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
来麻烦。(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距离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
统联网的最后期限只剩7天，目前只
有18个城市宣布与住建部联网，住房
信息联网工程完成率仅45%。住房
信息联网可能牵出公职人员腐败问
题，一位上市房企营销总监称，大城
市的住房信息都已入库，区别在于政
府是否愿意公开而已。(6月25日《东
方早报》)

“当今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一个
卓越的学生来？”面对这一在校大学生提
出的问题，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很淡定地
回答：我相信你们这一代会出更多的人
才，更多的大师，我绝对不相信我们就培
养不出大师来！他希望大学生要学会怎
么学习，怎么吸纳全世界各种知识的积
淀，在此基础上去摸索创新，以后就会成
为大师。（6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娱乐时代
没有野生虎
一定要有周老虎

这是欧阳自远用另一种方式回答“钱学森
之问”，他多了些乐观精神，但显然少了些钱学
森式的忧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
出杰出人才？”钱学森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
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
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
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
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
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核心是，在现行办学体制
下，难以培养出大师。而“不相信中国培养不
出大师”则是表达一种愿望，与“钱学森之问”
是两个概念。自欺总是不好的，也是难以服人
的。长期培养不出大师，说明教育制度设计有
问题，与其在那里淡定，在那里乐观，在那里指
山卖磨，不如找出问题症结所在。

大师是什么？大师是那些在学术上独树
一帜的人，是开一代文化风气之先的人。一般
专家、学者、教授、诗人，皆不能称大师，只有那
些专家中的专家、学者中的学者、教授中的教
授，诗人中的诗人，才配称得上大师。大师是
师表、是楷模。大师是创造，是光华。

大学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培养大师的所
在。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大学既是教育机
关，又是研究机关。大学所训练出来的人也有
特殊机能，但只有特殊机能还远远不够。所谓
特殊机能就是“器”，如茶杯可以盛水，凳子可
以坐。人如果只有机能，他就是一个“器”，甚
至可以是一个“大器”，但无论如何总是一个

“器”。而大师则是合乎理想的人，具有独立的
人格，有的思想足以影响一个时代，有的培育
的学术气氛可以形成一种人文标志。

培养大师，需要环境，需要知识上的独立、学
术上的自主。只有在自由的学术环境里，才可以
培养出大师。什么样的学术环境才算得上自由
的学术环境？冯友兰先生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
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现在世界的学问越进步，
分工越精细。对于任何一种学问，只有研究那一
种学问的人有发言权，不研究不能对专门知识发
言，因为他没有资格。一所大学也可说是独立
的、“自行继续”的团体。所谓“自行”，就是一个
大学内部的新陈代谢由它自己决定、支配。

从根本上说，“不相信我们就培养不出大
师”是一种犬儒精神，这种不相信完全没有
用。“不相信我们就培养不出大师”，亦回应不
了“钱学森之问”。与其“不相信我们就培养不
出大师”，倒不如去做一切可能的改善，通过某
种制度的“顶层设计”，改变不利的办学模式，
创造培养杰出人才以至大师的条件。 今语

据报道，陕西镇坪猎人周正龙满刑
出狱时，面对大批前去采访的媒体，曾
坚定表示还要上山找虎。现在，他果然
又上山了。24日，记者得到了周正龙在
北京《财经》杂志记者陪同下，在山上拍
摄的5张照片，照片里有一些大型动物
足迹。（6月26日《城市晚报》）

2000多万在眼前，莫名其妙就被划走了，这种感觉肯定不好受。一个
名叫宋荣贵的人就经受了这样的折磨。2006年，宋荣贵利用中国工商银行
提供的黄金买卖交易系统，10天内买卖黄金2100千克，获利2100多万元。
其后这笔钱被济南泺源工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划走。宋荣贵将银行告上法
庭，日前，山东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支持银行行为。（6月26日《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