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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香港的官员财产公开值得借鉴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近
日公布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成
员的利益申报资料，包括行政
长官梁振英在内的一干高官的
部分财产状况都被公开。从公
示的资料看，梁振英有六处住
宅物业，另外还持有三个公
司的股份。(今日本报A02版)

对于香港市民来说，类
似新闻或许已经司空见惯，
毕竟自香港回归以来，特区

政府每年都会公布政府高官
的私人财产信息。官员财产的
多少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在
于来源是否合法。对于香港而
言，这种例行公事的举措确是
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手段
之一，其意义不容低估。

政府高官依法公开财产
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只有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被置
于一个透明的环境中，公众
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才有可能
得到满足，从而判断官员在
权力运行中有无损公谋私的
行为。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有
多少房子都是一个谜，那么

无论他对房产政策持怎样的
态度，都可能受到公众的怀
疑；如果一个官员连最基本
的社会关系都不能被公众所
知，公众也很难相信他不受

“裙带之风”的干扰。官员公
开财产状况，必然要牺牲自
己和配偶乃至子女的部分隐
私，但这种牺牲又是值得的。
任期内每年一次的公开，会
让位高权重的决策者战战兢
兢，时刻想到有无数眼睛在
盯着自己。强大的外在监督
会迫使官员不得不保持清廉
形象，而仅靠官员的道德自
觉是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年，

香港特区政府的廉洁之所以
能在亚太地区名列前茅，制
度的保障显然是第一位的。

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
处。香港目前较为成熟的社
会管理模式，有很多都是学
习而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不是香港首创，但学习国外
先进经验的特区政府结合本
地实际，把这项制度做到了
行之有效。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还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
家，这个国情注定我们的改
革开放就是要不断地学习国
外先进经验。“大胆吸收和借

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
成果”，邓小平在二十年前的
南方谈话中讲到了这些。这
种吸收和借鉴，在科技和经
济领域一般不会有太大阻
力，但是在社会管理和行政
体制方面，往往会遇到观念
上的障碍，比如官员财产公
示制度，1988年全国人大就曾
提出立法动议，但是二十多
年之后仍然没有大的进展。

在信息传播不断加速的
今天，官员财产的不公开不
仅助长了个别官员的腐败，
也使更多的官员受到了公众
的怀疑和猜测。无所顾忌的

“人肉”手段，也时常损害官
员的合法权益和个人隐私，
对权力的不信任的情绪更
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凝聚
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
单兵突进的官员财产公示
确实已经难以起效，如果没
有相关的配套制度，财产公
示首先就会面临如何取信
于人的问题。但是依据香港
特区政府的经验可以看出，
官员财产公示是社会文明的
发展趋势，只要认真学习，
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完全可
以得到解决，我们应该为此
早做准备。

依据香港特区政府的经验可以看出，官员财产公示是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只要认真学习，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完全可以以得到解决，我们应该为此早做准备。

□魏雅华

2012年8月20日，《中
国国土资源报》报道说，国
家税务总局方面和湖南、
湖北制定了新房产税细
则，将对已购的第二套存
量房征税，且计价标准从
购买价改为市场价。这意
味着大批存量房将不得不
每年缴税，房价将受到沉
重打击。

此前，8月13日，《经济
参考报》也报道了这样一
条新闻：《30余省市地税部
门为开征存量房房产税做
准备》，文中说：在国务院
督察组完成16省(市)房地
产调控督察后，对于房地
产调控后续政策出台的呼
声越来越大。据悉，在既有
房产税试点向新增住房交
易征税的基础上，近日全国
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的地税官员，正
在开展为期六个月的房产
税税基评估集训，从而为
开展非经营性消费房产的
存量部分恢复征税的试点
提供技术储备。

所以，不要对这项中
国楼市杀伤力最大的房产
税新政心存侥幸。

让我们接着看中国房
地产的形势：7月份，中国

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
环比上涨0 . 14%，是在下降
八个月之后连续第二个月
走高。房地产销售正在回
暖，7月份销售面积较上年
同期增长14%，为2011年底
以来的首次增长。此种形
势必将加快中央实施房产
税新政的速度。我们回过
头去看去年的房产税试
点，其最大的缺陷是不对
存量房征收，其结果使该
收 的 税 基 仅 为 实 收 的
0 . 01%。而今年不同了，那
么，到底该不该对存量房
征税？

让我们对开征房产税
的评价，先从最基本的概
念开始：房产税是个什么
税？全世界所给出的通用
的定义是：房产税是一种
富人税。几乎全世界所有
的 国 家 都 设 有 这 个 税
种，并且是国家税种中
最重要的、比重非常之
大的税种。在发达国家，
房产税在国家税收中所
占比重普遍超过了50%。
房产税是国外地方财政的
主要来源，占地方财政收
入的70%左右，几乎是国
家税收的命脉所系。而去
年中国房地产税的收入一
年仅为23亿元，对于去年
近10万亿元的中国税收来

说几乎为零。
房产税的功能首先是

均贫富，因为房产税是一
种财产税。在全世界几乎
所有的国家，对于仅有一
套自住房的人都是免税
的，或是先收后退的。其次
是平抑房价，打击房产投
机。无论是重庆还是上海
两个不同版本的房产税征
收，因为均不对存量房征
税，既不能平抑房价，又难
以起到打击房产投机的作
用。对于均贫富，不过是隔
靴搔痒。

也就是说，在政策划
定的时间节点之前所购房
产，不管你有十套还是八
套，一律免征房产税，仅对
时间节点之后所购房产超
过所需部分征收房产税。
对存量房不征税是一个非
常严重的问题。这首先是
因为房地产的价值量巨
大，所以对房屋和土地的
课税，体现的是税收公平
原则。财产税是对社会财
富存量的课税，这是房产
税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特
征，对存量房不征税是对
房产税的颠覆和亵渎。

今后的中国，对于多
套房的拥有者来说，养房
的费用将超过买房的费
用。

房产税新政已箭在弦上

财经眼

□龙敏飞

21日，山东省红十字会第
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济南召
开，总结五年来我省红十字会
工作，选举新一届理事会，并
审议通过了山东省红十字事
业2012-2016年发展规划。规划
提出，将健全捐赠款物查询系
统，进一步提高红十字会的透
明度和公信力。(今日本报A02

版)

在慈善公信力不足、信息
不够透明的大氛围下，在红会
需要重振士气之时，各方有识
之士，已经开始了寻求解决之
道，唯有如此，红会方可完成

完美转身，而慈善事业，亦才
可能完成救赎。现在，各种建
言献策纷沓而至，如保持信息
透明，让公众知道每一笔钱的
来路去路；如加强监管，对“拔
毛之徒”给予严惩等等。必须
承认，这些建议，多是外国慈
善事业的先进经验，值得学
习，亦值得借鉴。

但在当前我们的现实氛
围之下，短时间内要达到如此
高度，其难度可想而知，触碰
到既得利益者不说，其程序复
杂程度也往往难以预料，此情
此境下，慈善事业改革注定会
步履维艰。在这样的现实之
下，理应发现一条崭新的现实
可行的道路。而这，也有了现
实的范本——— 香港特区政府
政务司司长曾对援建绵阳紫
荆民族中学被拆一事做出回

应，港方将收回援建学校的
200万港元，并将其回拨到特
区政府设立的四川重建基金。

透过这个现实案例，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慈善视
角，即慈善理应是互动的，不
应是“一条路走到底”，而应有
一些反馈与补救机制。而香港
收回捐款，正给我们带来一个
新的慈善理念——— 收回机制。
试想，假如我们的慈善也能有
收回机制，对用处不透明的捐
款、对账目含糊其辞的捐款，
公众有权“收回”，那慈善事业
还会如此不透明么？用收回机
制去倒逼慈善事业的透明度、
提振红会的公信力、救赎慈善
事业，应是值得一试的举措。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拟任辽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代检察长、检察长人选的魏汝翔
在任前公示中显示12岁参加工作、15岁入党，引来网民“童工干部”、

“天才干部”的质疑。沈阳市委组织部官员表示，在考察时发现了魏汝
翔虚报年龄入伍，但“今天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很难放到一起来评价
了，他这个事性质和程度都没有那么严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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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捐赠能否尝试“收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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