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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质疑

锐评

推 进 户 籍
改革需要更多
有效措施

今年上半年，由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
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其中，在调研户籍制度时，调研
组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为什么这一改革几乎遭到所有市长
的反对呢？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间隔，还直接与教育、社
保、医疗等多种福利挂钩，地方政府如果要放开户籍，势必也要扩大城镇福利
覆盖的范围，但地方政府目前多数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尤其在房市调控
严峻、土地财政收入缩水的情况下，地方上更是压力巨大，因此，遭遇市长们的
反对也是难免的。 ——《南方日报》

河南省
报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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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海、重庆之后，湖南、湖北亦将
试点房产税征收。国土资源部官方网站
披露了湖南、湖北新版房产税的征收细
则正在制定中，新版本中已购存量二套
房也将被征税，税率不会太高。媒体称，
可能意识到影响过于激烈，国土资源部
网站在8月20日下午6点左右撤下了这
则消息。 （8月21日《扬子晚报》）

从“物业税”到“房产税”的热议与争
论已久，社会各界对征收房产税一直存
在一些不同的意见，直到2011年初，房
产税改革才以“试点”的面目绕开税收法
定原则，在上海、重庆两市“扩征”，有关
部门将“扩征”的理由表述为“引导住房
合理消费”，而并未将其作用像在开始讨
论“房产税”时，有些人所鼓噪的那样大
而化之到悬在高房价头上的“达摩克斯
利剑”，上海、重庆一年多来的“试点”也
证明：房产税对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作

用并没有那么神奇。
时下又逢房价止跌回涨之时，“两

湖”亦将试点房产税征收的风声再起，这
其中是否又隐含有“打吓”房价“抬头”之
意呢？尽管有专家解析称“两湖”版房产
税比沪渝版更具“杀伤力”，对近期和远
期楼市都将产生下行压力，但在笔者看
来，房价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土地、建材价
格，降低房价并非是房产税“一征就灵”
的。再说，“两湖”版房产税拟对已购存
量二套房也征税，虽然税率不会太高，对
改善性住房家庭也是颇具“杀伤力”的，
而且“杀伤面”也很大，因此而造成的民
意“反弹力”也会很大。

在房产税扩征上，有关部门如此“欲说
还休”的背后，是因为房产税开征并非是政
府层面说了算的事情，必须通过立法机关
来修法，或者是经过立法才能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虽然房产税已在上海、重庆两市

先行“扩征”，但毕竟是以“试点”的面目出
现的，在没有迈过修法、立法之“坎”前，大
规模推进房产税改革是缺乏法律支撑的，
其遵从度和执行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尽管最高决策层已明确“要适时扩
大房产税试点范围”，但对房产税的功能
主次定位却一直未曾明确，房产税给公
众的印象似乎只是“打吓”房价上涨的一
把“扫帚”，每到房价上涨之时就将其高
高举起，但并未重重地打落在囤房炒房
者身上，因而那些投资投机性购房者也
就并不惧怕“狼来了”，公众对房产税的
扩征也就缺乏足够的支持。如果将房产
税的主功能定位于调节贫富差距，次功
能定位于组织财政收入、抑制房价上涨，
扩大试点范围必然赢得广泛民意支持。
在具备广泛民意支持的基础上，再通过
修法或立法全面开征房产税，有关部门
也就不会再“欲说还休”了。

扩大房产税试点为何欲说还休
□黄栀梓（公务员）

上周，莞深城际大巴上，一售票员因
提醒乘客提防小偷被贼用刀捅伤。实际
上，东莞不少公交司机都在通过各种各
样的“暗语”来提醒车上乘客防盗抢。20
日，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官方微博@畅行
莞邑发布了《公交防盗抢“暗语”手册》，
引发不少网友围观学习。

（8月21日《南方都市报》）
事实上，公交防盗抢“暗语”，是一些

司乘人员和乘客的“发明创造”，汇集了
民间防范盗抢的智慧，非常难得。因此，
交通部门发布《公交防盗抢“暗语”手
册》，固然是一件好事，便于乘客提高防
范意识，让盗抢行为难以得逞。但是，将
防盗抢“暗语”公布于众，让其家喻户晓，

可能会将好事办成了坏事，其结果也可
能会适得其反。

应该说，用“暗语”来提醒车上乘客
防盗抢，是一种见义“智”为的善举。特别
是，这种善举不仅提高了乘客的防范意
识，让盗抢行为难以得手，避免乘客的生
命财产遭受损失；同时也规避了有人因
见义勇为，公开揭穿和制止盗抢行为，而
遭到犯罪分子的报复和伤害。因此，公
布防盗抢“暗语”，虽然充满了倡导群防群
治、共同防范和打击盗抢犯罪行为的善
意，但将防盗抢“暗语”告知群众的同时，
也告知了盗抢者，盗抢者再“弱智”，也不
会被动挨打，对防盗抢“暗语”置之不理。

可见，防盗抢“暗语”，只能意会，不

可言传，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非但
不利于防范盗抢行为，反而会对见义“智”
为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民间的发明创造
和防盗抢智慧，还是由群众自己掌握为好，
权当是一种内部机密，或者是一种防盗抢

“秘笈”，大可不必公布于众，广而告之。
更重要的是，公布防盗抢“暗语”，不

如加大打击力度。这就要求警方应增加
出警力量，开展打击公交盗抢犯罪专项行
动，针对公交盗抢多发路段，采取昼夜巡
逻和重点布控的方式，将盗抢犯罪行动消
除在准备阶段，或者将正在实施盗抢行动
的盗抢者抓个现行，既维护了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又震慑了盗抢犯罪行为，使公
交盗抢案的发生得到有效遏制。 张连洲

食品监管渎职缘何频发
深圳市光明新区“病死猪肉流入市

场”执法人员涉嫌食品监管渎职罪、受
贿罪案，20日由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潘健、卜财武因
犯食品监管渎职罪、受贿罪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两个月和有期徒刑两年
八个月。 （8月21日《法制日报》）

真的是无独有偶——同天的《法制日
报》还报道了深圳的另外一起执法人员涉
嫌食品监管渎职罪案：宝安区人民法院20
日开庭审理备受关注的该市光明新区“黑
醋黑酱油”案,被告人李国、杨炜贤因涉嫌
食品监管渎职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同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就在同一天，
一起食品监管渎职案作出判决，一起食品

监管渎职案开庭审理，食品监管渎职案如
此密集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多少令人有点
意外、震惊。隐隐的，我们有些明白，为何
食品安全的现状，是那么令人不堪！

“民以食为天”，这样的口号早已让
我们的耳朵听出了老茧，可是，更令我们
焦虑和不安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早已成
为民生的焦点问题而被舆情密切关注。
生产、销售危害百姓生命健康安全食品
的不法分子固然可恶，需要严查，但必须
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因为食品安
全监管领域的玩忽职守、渎职甚至是沆
瀣一气、“猫鼠一家”，食品安全的监管

“篱笆”，才会被不法分子不断撕裂，有
毒、有害食品才能源源不断、毫无遮拦地
流向市场危害民众。 吴杭民

“蛋糕”要做大做好，更要分好
国务委员戴秉国近日在接受俄罗

斯媒体书面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首要
任务仍是、今后也将长期是聚精会神搞
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不仅要把
蛋糕做大，还要做好、分好，增强国家综

合实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
民。” （8月21日《东方早报》）

要把中国的蛋糕做大做好，毋庸置
疑。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即使
有蛋糕，如果不够大，切分起来也就比较
困难。所以，30 多年来，如果用一句话
概括，那就是中国人都在努力做蛋糕。
从现在我们有 3 万多亿外汇存款表明，
中国的蛋糕做得也不可谓不大。现在
的问题是，我们是人口大国，一个多么
大的蛋糕，分起来还是嫌小。因此，现
在虽然已经人均 GDP 达到 5000 多美
元，可不说与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
相比，就是与近邻俄罗斯比，也仅相当
于他们的1/3，在全球排在第89位。

不仅如此，我们的蛋糕虽然做大了，
但蛋糕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也就是
说，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同时还要做
好。一个蛋糕如果只是大而“不好”，享
受这种蛋糕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更重要的，当蛋糕做大做好之
后，还存在一个如何“分好”蛋糕的问
题。如果有了蛋糕，有了好蛋糕，却没有
分好，国民同样会感觉不到幸福。所以
说，在做大做好蛋糕之后，就要考虑如何
分好蛋糕，如何让全体中国人更加公平
地享受蛋糕，这一点与做大做好蛋糕相
比，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武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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