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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承载民生之盼和转型之重

回归“税收法定”应拿出时间表

回顾近几年全国两会的核心
议题，关于税收的讨论是其中之
一。说到底，税收既与每个公民的
切身利益相关，也是政府运行的经
济来源，是一个综合了政治、经济、
民生等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的关键
问题。民间对此也反响热烈，比如
个税起征点调整、房产税、“营改
增”试点等无不引发广泛关注。如
果说这些针对个别税种的讨论可
归为细节的、技术性的讨论，那么

税收法定原则则是全局性的、决定
性的命题。

简单来说，这一原则就是指征
税要通过立法机关，通过明确的法
律规定来征收。而这里的“法”并
非泛化的各种法律法规，而是指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尽管这一原则已经由《立法法》等
法律条文规定，但理想要完全照进
现实还有距离：目前我国 18 个税
种中，只有 3 个是全国人大立法征
收的，其余 15 个是全国人大授权
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的暂行条例

来征收的。
正如发言人傅莹所说，授权征

收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必须认识到，随着我国税收规模
越来越大，公民法治精神越来越
强，对于税收这一问题从关注增收
的结果导向，转向更加强调程序合
法性的过程导向。这一转变，也是
财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
（摘编《广州日报》）

更应讲究立法质量

立法的速度固然重要，但前

提是保证立法质量。立法引领改
革，不仅要注重解决法律有没有
的问题，还要切实解决法律适不
适应、管不管用的问题。为此，既
要完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和公众
意见采纳反馈机制，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又要充分发挥人大和人
大代表自身的主体作用，切实解
决社会反映强烈的立法部门化、
利益化的突出问题。如此才能制
定出高质量、管用的法律，为改革
保驾护航。
（摘编《新京报》）

政府工作报告把 2014 年中国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再度设定在
7.5%左右。这个7.5%释放出增强信
心、稳定增长的明确信号，与每个民
众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也意味着
我们在调整结构、治理污染的新形
势下要付出更多努力。

7.5%，看似保持了原定增速，实
际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与去年相
比，今年要保持就业增长和居民增
收，要加速经济转型升级、加快经济
结构调整，要在环保事业上取得更
大进展。如何在这些压力下保障增
长速度，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经济增速，不仅是一个数字，
更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只有保持必要的经济
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就业、居民增收
等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经济增
速目标稳定在7.5%，为城镇新增就
业 1000 万人以上创造必要的宏观
经济环境；在改善企业效益基础
上，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为财
政收入保持必要的增速提供支撑，
从而使得政府有更多财力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

让百姓既看得见蓝天碧水又感
受到发展成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

的“黑色 GDP”必须摒弃。在发展
中治理污染，在治理中保持增速，在
保持稳定速度的同时更要提高质量
和效率，腾出更多的精力真抓实干
淘汰落后产能，杜绝部分地方再走
表面宣传环境保护、实际发展低端
产能的老路。

实现7.5%的增长速度，动力要
在继续深化改革中寻找。在转型
关键期保持增速，眼前和长远利益
不可偏废，要在优化结构中稳增
长，向创新驱动要效益。在这一方
面，当前自贸区建设、互联网金融
创新等大胆试水已经开了个好头，

期待更多改革举措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成为保证增长、提高效益
的重要引擎。

7.5%的增速目标，兼顾了需要
和可能，需要我们经过不懈努力才
能顺利实现。既保住百姓的“饭
碗”和“钱袋子”又守住“绿水青山”
和发展机会，要靠政府、社会和民
众共同努力。我们期待着，国家经
济在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经济发
展的成果能更多惠及百姓生活，让
每个国民的生活都能与中国经济
共成长。
□新华社记者 刘铮、王珏玢

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
起。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表
明了今年推进改革的重要导向。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首
次人代会，党的主张在这里将上
升为国家意志。全面深化改革如
何开好局、起好步举世瞩目。政
府工作报告把群众期盼作为改革
方向，回应了百姓诉求，顺应了人
民期待。

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从人
民群众利益最直接的领域改起。
当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优质教育资
源不足不公平现象普遍，部分群
众“住有所居”的梦想尚难实现。

“通过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贫困地区农村学
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 10%
以上”、“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
类调控房地产市场，政府工作报
告把这些与群众利益最相关的问
题作为改革切入点，诸多沉甸甸
的民生举措令人鼓舞。

农村改革、农民工在城镇落
户、新型城镇化推进，从人民群众
愿望最集中的地方改起。农村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2亿多

农民工如何在城市中更好工作生
活，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制度等怎
样落实，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
事。从“抓紧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
别化落户政策”、新型城镇化中“着
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
等方面着手推进改革，努力为人民
群众改善生活开拓发展新空间。

反腐败、治雾霾、调不公，从
人民群众意见最集中的地方改
起。十八大以来，从出台“八项规
定”到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党风
政风明显好转，但一些深层次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建立权力
清单制度、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
设、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启动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向污染宣战，
诸多实打实、硬碰硬的改革举措，
努力将发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百姓。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从人
民利益出发谋划工作思路、制定
改革举措，贴民心、接地气，就能
凝聚起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老百姓也将在改革中过上更
好的日子。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娄辰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
要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努
力使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发展机
会。”此言振奋人心。

对于每个人而言，公平的发
展机会意味着拥有平等的人生起
点，拥有公平正义相伴的发展空
间；对于国家而言，每个人公平的
发展机会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中国梦”应有之义和重要保
障。

随着生活水平改善，人们对
于公平的发展机会期盼愈加迫
切。然而近年来，“寒门难出贵
子”的担忧，入学难、就业难的困
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实等
让百姓揪心和忧虑。面对百姓的
期许，党和政府为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做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
绩。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更让人们
看到了决心，感受到新希望。

教育公平，是让每一个人共
享公平发展机会的“塔基”。从继
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
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办学条件，再到贫困地区农
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长
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

机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些举
措都是民之所望，鲜明地传达了
让每个人共享公平发展机会的价
值取向。

共享公平发展机会，离不开
就业、收入乃至社会福利等方面
的改革举措。无论是优化就业创
业环境，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
带动就业，还是加大对城镇就业
困难人员帮扶力度，确保“零就
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抑或是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
小收入差距，多渠道增加低收入
者收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具体
措施都是民心所向，广大人民群
众将因此更好地共享社会公平正
义，生活得更有尊严。

让每个人共享公平的发展机
会，同样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权利
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设。多措并
举，才能让每个人共享人生出彩
的机会，共享梦想成真的机会，共
享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
的机会。让社会公平正义伴随着
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步，也
是在实现“中国梦”征途中迈出一
大步。
□新华社记者孔祥鑫、梁建强

■媒体视角

■锐评论 推进人大刚性监督
怎样把握好人大监督的力度？加强惩戒是应有之义，按照人大监督法，人大在展开询问、质询、特定调查时，一切有关的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接受询问、质询和提供必要材料的义务，但由于未曾明确针对不履行义务者的罚则，这有损人大
监督的刚性，值得讨论。

监督有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备活力的体现，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应该坚定不移。（摘编《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