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价格干预应对农副食品涨价

以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计算，我国进口
大豆的均价自今年 7 月以来已经连续三个月上
涨，这导致金龙鱼、鲁花、长寿花等食用油品牌全
面上调旗下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等产品的价
格，部分产品涨幅达10%左右。（10月17日《第一
财经日报》）

实际上，实施临时价格干预，已成为国际上应
对价格不理性上涨的通用惯例，不少国家都出台和
实施过临时价格干预公共政策。譬如，法国1986
年12月1日颁布的关于价格自由和竞争的法令中
规定，在出现特别状态、公共灾害或某个领域市场
明显不正常状况等情况时，政府有权决定采取临时
性措施，限制价格的过度上涨；新加坡有专门的《物
价控制法》，规定其价格主管机关可以通过在公报
上发布命令的方式规定某商品或服务的最高价。

更为重要的是，实施临时价格干预政策，也符
合我国现有法律。《价格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当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
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
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
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临时价格干
预措施。显然，实施临时价格干预，不仅有广泛的
民意基础，还有既有法律做保障。 吴睿鸫

提高车船税能给出合理解释吗？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根据草案，我国
车船税新政策将分为 7 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
税，排量在 1.0升及以下的乘用车的车船税有所
降低，1.0升以上各档乘用车的车船税都将不同
程度提高，排量越大所缴车船税越多。（10月17

日《广州日报》）
车船税未必不可以“涨价”，问题是，车船税改

革应当遵循正当的程序和合理的原则。无论是阶
梯电价还是阶梯车船税，其正当、合理与否的关
键，其实在于是否增加民众负担，改革是否以增加
政府部门或企业收入为目的。如果“阶梯”被异化
为“涨价”，那么人们不得不问：难道改革就意味着
涨价？难道促进节约、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只是借
口，增加政府部门或企业收入才是主要目的？

而且，车主的税费负担本来就很重，各种合理
与不合理的、各级相关部门的、正规与不正规的税
费叠加在车主头上，让车主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
下还要提高车船税，其必要性、正当性、合理性显然
令人怀疑。另外，提高1.0升以上乘用车的车船税，
其政策意图显然在于限制人们购买和使用1.0升以
上的乘用车。那么请问，政府部门能否为民众做出
表率，减少或者不用1.0升以上的公车？ 晏扬

50亿元用于民生建设岂不更好？
对于新晃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县来讲，50亿元的巨额投资，30平方公里面积的景区征用，十年

建设的旷日持久，不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以及大规模的土地使用和景区打造上来讲，都非易事。
这样的投资，如果没有充分的论证，没有翔实的考察与调研，没有对项目资金的严格监管，都容易
出现问题。50亿元的投资，何时能收回成本，见到效益，对于新晃小县来讲，恐怕也是“不能承受
之重”。

事实上，这50亿元的巨额投资，如果用于民生建设，用于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用于解决当
地劳动力的培训和提高，用于为招商引资创造更好条件，最终产生的实际效益也未必就比“夜郎
古国”带来的效益差。相反，前者更能为当地企业发展、就业改善、招商引资等创设条件，远较重
建一个争议颇多的“夜郎古国”要稳妥和有益得多。 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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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很“夜郎”

中国历史上神
秘的三大古国命运
各异：楼兰古国消失
在沙漠，大理古国成
为著名的旅游目的
地，夜郎古国仅在人
们脑中留下一句“夜
郎自大”的成语。湖
南省新晃县16日宣
布，将斥资 50亿元
人民币重建“夜郎古
国”。
（本报今日A12版）

去价值50亿的赝品古城看什么？
最近几年，个别地方政府对于修建“赝品古城”一直

热度不减，投资额度也一个比一个大。比如今年年初，
甘肃敦煌便声称要投资30亿元复建敦煌古城。

不管是敦煌市的敦煌古城抑或是新晃县的“夜郎
古国”，大兴土木的理由都很正当而统一：发展地方旅
游，振兴地方经济。但问题的关键是，你也复古，我也
复古，难道这样的“赝品古城”真的就是推动旅游业发
展的灵丹妙药吗？

不管是敦煌还是新晃，两地政府的行动都有挖掘
历史遗产、恢复历史文化的意味在里面。这本来也没
有什么错，挖掘历史遗产的本身也是一种保护，可如果
把这种挖掘简化为投入巨资建造“赝品古城”，则明显
是一种误入歧途。

具体到现实，今天我们花了大把的真金白银，投入
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弄出了一座座仿古的亭台楼阁，是
否明天就能真的游客如云，赚来大把的钞票？“夜郎古
国”在历史典籍中记载甚少，现在的重建，只能是后人
对当时情景的一种揣测、臆想，甚至是生搬硬套，对现
代人堆砌起来的所谓“古城”，我们又能看到什么？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看看那些同样有着古老历史
文明的西方国家。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希腊，同样
有着无数著名的古城堡、古建筑湮灭在历史的河流中，
但是却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国家会投入巨资去恢复；更
没有人像我们这样，打着发展旅游的名义去如此挥霍
纳税人的钱。面对国内兴起的这股古建筑复建风潮，
各地决策者们着实应该好好反思一番了。 苑广阔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
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5
日起在京召开。国家发改委
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一次谈话
中表示，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
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过去的

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十二
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
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强调“民富”，进一步强化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
理念。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提高居民收入
无疑是重中之重。近日，虽有专家研究认为，中国在
未来5年左右面临持续的加速性的市场化工资上
涨。但检视之下不难发现，在促进民众收入提高的
《工资条例》等制度性条文的出台上，阻力仍在。将
“民富”的理念写入十二五规划之中，无疑为打破一
些阻力和藩篱，添加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不难想

象，在十二五期间，保证居民收入提高的政策法规
的出台与实施，必将在上下一致的共同努力下，“顺
风顺水”地逐步推进。

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缩小贫富差距应
该被重点关注。10月17日《羊城晚报》报道，虽然
近年来国企涌动降薪潮，但事实情况却是：“除了高
管们适当调低工资，中层以下的收入基本不受影
响，好多人还明降暗升了。”也就是说，囿于历史和
现实的原因，在逐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问题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一直存在。不难想
象，一旦“民富”的理念写入十二五规划，确立最低
工资标准的增加机制和对垄断企业尤其是高管工
资的限制，必将同步进行；垄断行业、大型国企以及
某些行业部门劳动者薪酬过高的问题，必将逐步得
到解决。

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需整体提高民众
的福利保障水平。报道中引述相关专家的观点称，

胡锦涛近来多次提起的“包容性增长”，将会牵涉到
中国社会的结构改变。例如户籍、户口问题，限制
了外地劳动力的流动，也使得农民工阶层无法享受
到应有的权利。延伸专家的观点不难发现，要想使
全体民众均能分享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打破
捆绑在户籍、户口问题上的诸多福利、保障差异，无
疑应该被提到重要的位置。近年来，虽然低收入群体
的福利保障有了全方位的覆盖，但具体到标准和质
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使公众在收入增加的
同时，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一并纳入十二
五规划的“民富”理念之中，无疑最为引人关注。

当然，千头万绪的问题最后归结为一点，那就
是，强调“民富”，强化执政为民的理念，还需切实强
调各级政府的执行力。诚如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
鞍钢所言：关键是要让地方政府从只追求GDP增长
转型为追求诸如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平均收入等其
他目标。

抵制就业歧视的必要性不仅在于保护那些不入门槛的求职者，也在于保护那些能
够暂时通过的人，阻断歧视的流通其实是阻止所有人的被贬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但是，如人们早就发现的，应该承担反歧视首要责任的政府部门，本身却是歧视的重灾
区，这背后的深层原因，不能不联系到不受监督下的权力膨胀，歧视成了权力自我满足
的公然手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成都市新都区城管局的解释不足服众，却可以理
直气壮了。 ——《新京报》

话题：三部门启动房
产税会签程序，上海重庆
进行试点

网友发言
一句话，别让房产税“误伤”房奴

和穷人就行了。 新浪网友

话题：“中产阶层”难
解“休闲悖论”，有钱无

“闲”
网友发言

身为律所合伙人的李律师说：“工
作好像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不去工
作似乎就不知该干什么了。我今年
打算出国一趟，但还没成行，看书也
是偶尔，听音乐、看电影都很少。我
兴趣爱好很多，也有休闲意愿，但常
常不能实现，主要是工作太多，心里
放不下。”在我看来，很多人总是说

“工作太多”，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无
可替代的，真正的原因是“心里放不
下”。 网友：唠唠叨叨

看完报道，总感觉很多中产人士
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对很多人来
说，看书，听音乐，看电影，与朋友聚
会……这些都是休闲啊，不是吗？

网友：柳之心
“很忙碌的休闲，很紧张的消遣”

的确是很多中产人士的真实写照。但
有钱无闲，总不无钱无闲好，是这个道
理吧？ 网友：电话号码

话题：圆明园重建争
议不断，专家称可恢复部
分景观

网友发言
废墟就是真文物，重建了就是假

文物。 腾讯网友
不管是异地重建还是原址修复，

都是在“背叛”和“犯罪”：对民族历史
的“背叛”，对后人的“犯罪”。历史是
不能忘记的，经历过的耻辱就应该永
远铭记于心，不能有任何的遮掩和躲
避。 搜狐网友

1981年，一位诗人在圆明园写下
了这样的句子：就这样留予后人吧，不
要修补/修补旧梦，又需聘请黑夜当保
姆/这发霉的历史只有经一代一代目
光的摊晒/新生活的哲理才会破土而
出……这些2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如
今展现在我们面前，依旧像滚过天边
的雷。如果新生活的哲理还未曾破土
而出，那是因为我们还在聘请黑夜当
保姆，修补旧梦。 新浪网友

话题：重庆一村支书
烧掉村民为震区所捐衣
物，称没人要占地方

网友发言
“都是些烂衣服，确实没人要，只

有销毁处理了。”这可能是实情。虽
然村支书的做法有些欠妥，但我还是
觉得可以理解。红十字会之类的慈
善组织，在接受捐赠一开始明确告知
不接受实物，只接受捐款。十年前我
们可以捐出自己比较旧的、但还能穿
的衣服，现在你就是捐出八成新的、
刚洗干净的衣服，一般都会给你劝回
去。为什么？不好处理。捐款无疑
是最省力、最保险的办法了。

网友：米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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