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2月12日 星期四 统筹：王长善 编辑：杨兴东 校对：刘畅 版式：王小羽

中原时评

■个论 ■街谈

12月11日凌晨1点30分，深圳光明
荣健农批市场发生火灾，截至11日下午
死亡人数达到16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中。但可知的是，火灾现场消防设施匮
乏。由于消防通道被其他车辆占用，消
防车无法近距离救援。此外，市场内消
防栓没水，消防车需从远处补水。（12月
11日中国新闻网）

虽然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
中，但通过事故新闻发布会和媒体的报
道，大致可以窥见导致火灾引发如此之
大事端的隐患所在。目击者称，一开始
只有两三家店铺着火，但现场消防设施
匮乏，等到消防车赶来，火势已经蔓延至
十几家店铺；且附近消防通道被其他车
辆占用，消防车无法近距离救援；而市场
内的消防栓没水，更是导致了消防车需
要从院外补水，更加剧了救援的难度。

事故经不起任何假设，但仅从常识
判断，如果没有上述种种“反常”，相信伤
亡人数绝不会如此之大。且据了解，这
一市场本应禁止人员居住，但逝者中却
有些是火海中在睡梦里离去，有的虽然
醒来却因人货混居、被困而无法逃生。
可以说，种种本应不存在的“反常”，共同

“点燃”了这把吞噬16人的大火。
如果说这些“反常”，在一个消防公

共设施和消防意识普遍欠缺的国度，是
一些火灾事故的共因，那么此事中，更大
的反差在于，这起死亡人数如此之高的
火灾发生在曾经被评为中国现代化程度
最高的城市——深圳。为何一个现代化
程度最高的城市，会因公共救助设施匮
乏和隐患之大，而导致出现如此这般恶
性事故？

近年来，城市高楼的高度不断被刷

新，随之而来的火灾隐患也引发了较大
的公共关注。而与对高楼显而易见的救
援压力关注相比，那些在管理上更容易失
范、人口流动性更大的市场，或是不起眼
的基层公共场所，无疑更容易被忽视。这
或许是近年来，类似农批市场火灾增多的
一个重要原因。以此而言，它未尝不是城
市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象征：钦羡于高楼
大厦的魅力，那些不起眼的菜市场却注定
受到冷落，但那里却往往由于重视程度不
够，基础设施装备滞后且人口密集，存在
的隐患并不亚于高楼。

在通行的城市现代化评价体系中，基
础设施现代化与城市管理科学化是排在
最前面的两个指标。而一起消防设施隐
患重重的大火烧出的，恰是这两个方面的
软肋。消防设施看似有，但在人命关天的
时刻却发现消防栓没有水，或者是消防通
道被堵，如此这般无疑是致命的盲点；而
隐患重重的消防设施是否通过了验收，则
是对城市科学化管理的直接拷问。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歌猛进，不少城
市都越来越大，高楼越来越多，而基础设
施以及管理水平不能相应跟进，那将意味
着它带给人的安全感将越来越弱。可以
说，一场大火烧出了一个亟待被正视和平
衡的城市“后方”，它是隐藏在高楼大厦背
后基础设施的细枝末节，也是水泥钢筋之
外的城市软实力。无论如何，不能给人以
安全感的城市，注定只是徒有其表，背离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发展初衷。
可以想见，在每一次事故之后，集中

检查、整顿，将例行公事般开展。但要真
正将城市发展的风险降到最低，显然需
要以更高的视角谋划城市发展的理念与
方向。 朱昌俊

记者 10 日获悉，北京市地税局
公布的最新欠税名单显示，56 家欠
税企业中，涉“房”企业约占六成，数
量达到34家。欠税税种则包括营业
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
地占用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城市房地产税等多个类别。（12月11
日《京华时报》）

用12月11日《北京商报》相关报
道的话说，此次公布的一些开发商已
经成为北京欠税名单的“熟脸”。既
是如此，公众难免会追问：北京市地
税局此次公布欠税黑名单意图何
在？首先，这份名单不是给自己看
的，北京市地税局对这份名单早已烂
熟于心。其次，这份名单也不是给欠
税企业看的，敢于频繁欠税而且能够
混成“熟脸”，说明这些企业对此一直
都是毫不在乎。最后，这份名单应该
是给相关方面以及舆论和公众看的，
力图形成倒逼力量。但这似乎又不
太对：对于这些“熟脸”，此前的媒体
公开没有完成倒逼，这一次公开能够
让欠税企业“幡然醒悟”吗？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从12月11
日《北京商报》的报道中可知，“黑名
单”里开发商们所欠税种中，便包括
此前被热炒的土地增值税。以 1.38
亿元位居欠税榜首的北京中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曾于
10年前开发过北京市清河收费站西
侧的竹溪园项目以及东二环的华普
中心项目，目前均已建成，但至今还
拖欠着土地增值税。在业内人士看
来，“一些开发商在卖到 85%之前便
封盘不动，便是规避土地增值税的一

种常用方法。而由于土地增值税税
制设计复杂，存在避税空间、跨期的
问题，房企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种种
博弈、规避甚至是偷逃，而被揭发曝
光的寥寥无几。”简单延伸就是，躲在
冰山下面的未被曝光的那些逃税企
业，岂不更是逍遥自在、怡然自得？

问题缘何严重如此？接受采访
时，亚太城市研究会房地产分会会长
陈宝存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企业所
得税、营业税等税种需要预缴，这对周
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影响较大，为了方便资金周转，房企
会采取一些方式避税。“这种偷逃欠税
的违法成本不高，大不了就是补缴税
款，最多缴纳个滞纳金。”明乎此，所有
人都会恍然大悟：用公布“黑名单”的
方式追缴欠税，已属不得已的下下策，
加之违法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无怪
乎这些欠税企业能够成为年年被曝
光、年年仍如是的“熟脸”。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日
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现行的 18 个
税种中，有 15 个税种，包括增值税、
营业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都是国
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的。落实税
收法定原则，核心在于还权人大。因
循刘剑文的观点，用细则完善的顶层
设计，推进包括增值税改革在内的财
税改革，是避免重复征税、修复避税
漏洞等的兜底之策。但顶层设计终
归属于长远规划，具体到北京市地税
此次行动，如何在公布欠税“黑名单”
后，用行之有效的方式完成有效追缴
而非一再纵容“老赖”，相关方面必须
审慎思量并尽早给出行动。 赵若昀

追缴“熟脸”欠税不应止于公布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