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进腰包”腐败更恶劣
无论挥霍了多少公帑，不管造成了多大损失，

只要轻轻的一句“我又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于
是，当事者理直气壮，俨然以“清白者”自居，一些
监管者也常常以此作为不再深究与轻打板子的理
由……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种种“不进腰包的腐
败”，日益引起百姓不满和代表委员的关注。 及时
划定红线、坚决打击种种“不进腰包的腐败”成为
舆论的普遍呼声。

和明目张胆的贪腐相比，各类“不进腰包的腐
败”现象更加普遍：或肆意挥霍公款大吃大喝，一
餐饭动辄成千上万元；或堂而皇之接受邀请，去会
所享受，去高尔夫球场挥杆；或违规滥发福利，大
搞“利益均沾”；或暗渡陈仓，谋划“期权腐败”，事
过境迁再来兑现……林林总总的行径， 虽然外衣
不同，说辞各异，但均以“不进腰包”为幌子，以权
谋私的本质不变，损公肥私的特征相同。

以“不进腰包”为遮蔽的腐败行为，其危害丝
毫不亚于公然的贪腐。 不仅造成国家资金巨额浪
费，使奢靡风气蔓延，更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与“赤裸裸”的贪污受贿相比，滋生于“灰色地带”

的各式腐败，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影响更为恶劣。

公生明，廉生威。 坚决遏制和打击“不进腰包
的腐败”，是形势的需要，公众的呼声。 重要的是，

应及时果断地完善制度体系，加大查处惩治力度，

让动歪心思的官员无缝可钻， 营造风清气正的官
场生态。 （姜刚李劲峰）

上星期， 一趟准备从沈阳桃仙国际机
场起飞前往济南的航班上， 来自湖南的乘
客赵某不断向空姐打招呼， 并多次索要电
话，遭到拒绝，为报复空姐对自己的冷漠，

飞机准备起飞时， 赵某望着空姐突然喊：

“曾劫过飞机，是劫机的！”机长果断决定返
航、清舱。所有乘客下飞机重新再次进行安
检。 赵某因此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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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12

日《南
国都市报》）

由于荷尔蒙的作用， 动物见到有魅力
的异性都会亢奋起来，人虽然也会，但因受
过教化，常会掩饰掩饰，虽然有些人掩饰得

不好， 比如一些女孩子见了帅哥激动得脸
蛋通红， 一些男孩子见了美女话都说不出
来。 另有些人却天性大胆泼辣， 非但不掩
饰，还凑上去耍宝逗趣，遭遇冷脸，便化爱
为怨，抓条毛毛虫放在女生书包里，让对方
花容失色，自己躲在一旁得意地笑。

小男孩长大成了情圣，路数还没变，但
公共安全不是毛毛虫， 不可以随便抓来吓
唬空姐。

航班上时现乘客打架、 调戏空姐逼停
航班的新闻， 可见许多人对空中文明规范
还没有足够的敬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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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杠杆，找准“支点”藏富于民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从两会前夕的“卖
房差额征收

20%

个税”，到两会上关于遗产税、

房产税、成品油重复计税等一系列问题的热议
和解读，“税”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税者，民之所负，国之所入。 在全国议事
殿堂上，各方代表对此进行博弈、以期影响未
来决策，是民主政治的本来之义。

2008

年，正
是借助全国两会这一平台实现的各方良性互
动，各方意见颇大的利息税最终得以取消。

从大的方向上看，藏富于民已成上下
共识，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均提到提高居
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
更加注重公平。 而所谓“再分配”，最重要
的工具便是税收。囿于现实中国家治理的
复杂性和阶段性，必须承认，在具体税种
的征收理念、实际操作上也难免存在诸多
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这种改进的空间，表现之一是在立法

的程序层面。 本次全国两会上
,

赵冬苓等
32

位代表联名提交了“税收授权收回人
大”的议案，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实事求
是地看， 因为独特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
景，在当时这种授权确实能起到提高行政
效率、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巨大功效。 但
是所谓“瑕不掩瑜”，并不是说这个“瑕”便
无需修补了。 改革进程从最初的高歌猛
进，到了今天的稳中求进，时代背景发生
变化，也对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齐头并
进提出更高要求。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部
门立法虽有便捷之效， 但也存在明显弊
端，最要害的一条就是具体职能部门出于
部门利益固化、强化的诉求，会以“理性经
济人”的潜意识，在很多方面囿于部门利
益小视角、进行趋利避害式取舍。 对于赵
冬苓的议案，全国人大回应“将在适当时
候考虑这个问题”， 公众期待此中蕴含的

积极意味。

这种改进的空间，还表现于具体税种
的计征方式乃至合理性等更内核性层面。

如果说以往用“隐性税收”的“高积累、低
工资”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其独特的
历史背景和必要性；那么在如今我国财政
收入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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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的语境下， 也许该更
多考虑“藏富于民”、“放水养鱼”等问题。

如今老百姓手头有了一些“余粮”甚至“财
产性收入”， 但也要看到绝大多数人的财
富仍是劳动报酬， 算上货币贬值的因素，

可以说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仍在缓慢发
育，结构仍很脆弱。此时，税收政策宜松不
宜紧，应多些底层视角。 一个明显的例子
就是， 两会前夕出台的“卖房差额征收
20%

个税”规定，引发京沪穗市民恐慌心理
和突击交易。他们中，刚需买家、改善型买
家、“小康之家”占了很高比例，对这些群

体而言，

20%

确实杀伤力太大。

税收作为二次分配重要手段，客观上
成为调节政府（公共财政）与公民之间财
富分配的关键性杠杆。由于财富总量的相
对固定，这种调节虽然不属“零和博弈”，但
多少也存在某种此消彼长。 当前，我国正着力
于降低外贸依存度，转向“内生增长”，内需的
重要性更为凸显。在此语境下，更印证了“小河
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之喻———将欲
取之必先予之，激发内需，前提是让公众
可支配收入提高，财富安全感提升，从而
敢消费，促成有效需求的迸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剔除消费品中的重
复计税，对中低收入者适度减税，以及审
慎地有区别地开征新的大额税种，最终财
政和公众可以达成双赢，带来做大蛋糕的
“正外部性”。 这才是高明的“大”算盘。

(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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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惊人
@

“啥时种，需要领导定，领导还没说具体时
间”

———郑州一街道挖
180

个坑
1

年未种
树，工作人员称等领导定。

出处：《东方今报》

“买不起，忍住，吞了下口水，解了渴，省了”

———温州机场一杯西瓜汁
78

元， 歌手巫
启贤发微博吐槽买不起。

出处：《温州都市报》

“以前
50

斤以上的死猪都是在餐桌上的”

———知情者谈黄浦江死猪，称因死猪收购
被杜绝，猪农才把死猪扔下河。

出处：新民网
“说起改革只知道跟国家要钱，但凡这样

的管理者都是懒汉”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如是说。

出处：新华网
“现在行骗的假和尚太多，以至于我参加

会议的时候，保安不让进门”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极乐寺方丈静
波称参加会议常被当成“化缘”的。

出处：新华网
“够狠！ 能忍！ 早滚”

———全国人大代表、央视主持人张泽群送
给“北漂”族打拼三原则。

出处：《东方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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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尘辑

大学不能习惯以钱说话
武汉大学决定自

13

日起按每人
次

20

元标准向社会游客收取“赏樱门
票”。 这一举措引发很多人不满，认为
学校是趁机捞油水。

实际上，武大收取“赏樱门票”已
有多年，只不过之前一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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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
一张票。但正是这次票价翻番，让武大
陷入了“借樱花牟利”的质疑中。 而武
大的解释是，每年樱花开放期间，大量游
客来校参观，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和学校
环境。 门票涨价，只是为了限制人数。

“涨价控制人数”一说，很多景点
涨价时也常讲，与所谓“拥堵费”殊途
同归。 景点低票价和回归公益性质的
免费，已是大势所趋。但现在，“涨价控
人”这样的话，居然来自堂堂的著名高
等学府，实在让人听得别扭———大学，

怎能把自己等同于景点？ 大学基本的
开放和宽容哪去了？

大学不是景点， 更不是管理者的
私产，不能习惯于用钱说话。校方不能
把校园管理转变成创收， 如果武大单
纯是为了控制人流， 为什么不是限制
每天的参观人数？

现在，以“独立、开放、宽容、公益”

为标志的大学精神， 在很多高校已逐
渐流失，代之的，是越来越高的教育收
费，是越来越多的老师热衷走穴。从一
些大学不断提高“读研费” 之类的收
费， 到一些大学热衷参加“校友富豪
榜” 之类评选， 再到教学楼被商业冠
名，都在告诉我们，本该与金钱保持距
离的大学， 正与无原则的逐利走得越
来越近。 （赵勇）

为房价“限涨令”说句话

卖房征税
20%

， 这或许仅仅是今年楼
市严厉调控的开端。 近年，一些地方的国土
部门均出台和开始执行“限涨令”，明确要
求所有新盘成交均价必须控制在一定数值
之内。 出于对房价“越调越高”的看法，不少
民众对“限涨令”的执行效果和合理性表示
质疑。

表面上看，商品房也是商品，其价格波
动也必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行政的“限涨
令”有背道而驰的嫌疑。 实则不然，自从国家
和政府诞生以来，就没有过“纯天然”的市场经
济，都是在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只是调控
干预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笔者看来，通过行
政的“限涨令”调控过高的房价，不仅不违
法，更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首先，房价“限涨令”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 我国《价格法》第三十条规定：当重要商
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
涨， 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有权作出相应干预
措施。 住房事关人权民生，事关社会和谐稳
定，难道不是重要商品吗？

其次，房价“限涨令”也不违背市场经
济规律。 市场供求影响商品价格，“限涨令”

限高不限低， 并没抹杀商品房的价格波动
空间，更不会断绝开发商的利润回报。 在价
格一定的情况下，谁能降低成本，谁能提升
品质，谁就会在竞争中取胜。

其实，房价“限涨令”还可以倒逼地方
政府逐渐放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如果
有了房价“限涨令”，房企自然就会盘算利

润空间，在竞拍土地时会更加慎重，避免了
“标王”不断刷新从而推高房价的问题。

第三，房价“限涨令”的本质，是实行
“最高限价”制度，而“最高限价”制度，是国
际惯用的调控措施之一。 比利时对牛奶、面
包、 面粉等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采取的严
格监控措施中，就包括国家规定的“最高限
价”；日本通过国会立法，对铁路票价采取
“最高限价”政策；法国通过“目标价格”保
持物价基本稳定或小幅度增长……在其他
国家，“限涨令”可实施，为何针对中国的房
价就不可以呢？

房价是由系统要素决定的， 单靠某一
因素的单兵突进，可能难以奏效，简单的房
价“限涨令”也确实存在不合理的问题。 但
是，“限涨令” 不仅为目前的房价上涨过快
找到了有效措施，更重要的是，“限涨令”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围绕“限涨令”来
调整优化整个房价的系统要素， 并借鉴国
外的先进经验，将“限涨令”逐步完善为法
律层面的“最高限价”制度。 （郭文婧）

即兴“劫机”

声明
兹有信阳市河区东方招待所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130013906186

），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
兹有信阳市平桥区平桥大道鑫苑手

机店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11503606076536

（

1-1

）），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声明
兹有信阳市河区夏威夷宾馆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11596601009251

），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
兹有李建能的烟草经营许可证（证

号：

411503102095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