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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实名制幻觉与根治陷阱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马上评论马上评论

公众的追求是多元的，他们厌恶诈骗短信和垃圾短信，但他们同样厌恶个
人隐私和自由权利被侵犯——而手机实名制则隐藏着这样的风险。

“根治”的治理陷阱在于，必然会为了追逐某个单一目标而放弃对其他更
重要价值的关注，必然会让公众放弃某种更宝贵的权利，必然把权力伸进私人
领地强迫公众让出某种权利。设置了一个美好的目标，却以公众放弃某种自
由为代价，为了某种不必要的洁癖而冠冕堂皇地大行强制，这就是许多“根治”
隐藏的陷阱。 ——《中国青年报》

16日有两则关于个税的消息。
一则是，根据税务总局新出台的《个
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向职工
发放交通、通信补贴等，在扣除一定
标准的公务费用后，将按照“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税。（《重庆晚
报》）另一则是，个人取得高温补助
要并入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潇湘晨报》）

在个税制度成熟的国家，个
税起征点已经与CPI涨幅等经济
指标挂钩，实现指数化、动态化调
整。比如，德国的个税起征点每
年微调一次，以保障公众收入不
受影响；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全民
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实行综
合征税体制还利于民，已成社会
共识，国家税务总局怎能对民众
呼声视而不见，只惦记增加个税，
避谈还利于民呢？

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就是调节
社会成员收入二次分配，个税收
缴具有天然而内在的公平特质。
如果国家税务总局在加强税收征
管，做征税加法的同时，顺应民
意，提高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分
类税制改革。个税加减法同步运
算，不仅有利于促进堵漏增收，也
有利于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如
此，也更有说服力。 叶祝颐

对交通、通信补贴征个税，某
种程度上其实正合乎税收调节收
入差距之本意。

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的工
薪阶层而言，交通、通信补贴其实
根本与他们无缘。从这个角度来
看，对交通、通信补贴计征个税，
对于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其实影
响有限。不难看出，假如任由交
通、通信补贴游离于个税计征项
目之外的话，恰恰为加剧社会分
配不公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而对
这些项目征税，所影响的也不过
是一些高收入群体及垄断企业员
工的收入罢了。

事实上，对于以类似名义大肆
发放补贴的现象，不仅理应被纳入
个税计征项目，而更应得到有效的
监管和控制。否则的话，随之而
流失的恐怕不仅仅是税收，还将
有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公正。武洁

显然，诸如高温补助、交通补贴等计征
个税，充满着无可置疑的制度正义。但值
得追问的是，上述的有关规定有的并非最
近制定，税务部门为何突然从紧，强化制度
正义？

原因并不复杂，正如业人士披露，“现
在国家税收方面吃紧，肯定会通过各种办
法来加强征管。”此言不虚！据近期《南风
窗》报道，一些地方强调，对税收要“应收尽
收”，对所有企业的财务全部查账3年。加
强对原有税源企业的监管，还准备扩大税

基，缩小免税和税收优惠的范围。一些地
方，征税已经成为落实到街道、村庄，征税、
稽查、街道干部齐动员的群众运动。财政
压力有向企业转移的趋势。

因此，税务部门强化税制，从密征税，并
不奇怪。但是，尽管强化个税征收充满制度
正义，但并不代表就毫无诟病之处。不争的
事实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抗击风险的
能力更低，更需要呵护，正如相关学者认为
的，在经济尚未企稳的时候，出台任何加重
民众税负的规定都不合适。 秦淮川

制度正义难掩民众被剥夺感

不遵守道路交通
规则，在我国许多城市
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城市马路设有许
多斑马线，这是很重要
的道路交通标志。这
对行人而言，就是告诉

你，在穿越马路时，特别是在十字路口，
一定要走斑马线。斑马线就是你的“安
全线”“生命线”。而对司机来讲，当你发
现斑马线上有行人时，应该主动减速行
驶，礼让行人通过，此乃世界道路交通规
则通例。

然而，这么多年来，在我国城市中，
由于行人乱穿马路或是司机见到斑马线

上有行人也不减速而造成的交通事故数
不胜数，说到底，这都是不遵守道路交通
规则惹的祸。正如今天本报报道中说的
一样，有的司机还没有学会并遵守行车
规则，他们大多只是为了争时间，且认为
过斑马线时行人不敢与车抢道，嫌刹车、
减速麻烦，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司
机的路权意识、交通规则意识的缺乏。

当然，若是只批评司机，显然也有失
公允。说到这儿，想起不久前从媒体上
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为了证明“好习惯能
击败坏习惯”，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个
说的是，在我国黔东南有座有名的“斑马
城”凯里市，这座小城拥有一道独特的街
头景观，那就是全城居民过马路时都会

走斑马线。在凯里市，过马路如果不走
斑马线，是要受罚的。即使偶尔有一两
个不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而乱走者，周围
的人也都会用那种瞧怪物的眼神看着他
们。这样，久而久之，在这座小城也就很
难见到过马路不走斑马线的行人了。

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提高到一定
程度的时候，社会的道德文明亦即人的
素质自然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来。而文明程度又实在是与国民素质
紧密相连，如果大家都能提高自身素
质，行人从过马路走斑马线这样的小事
做起，司机学会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并
养成习惯，这座城市自然也就会变得更
加美丽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