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生育政策要多听民意

据新华社报道，为缓解卫生计
生系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决定开始实
施“服务百姓健康行动”。该委的实
施计划提出，“要完善生育政策，适
时出台调整方案，加大计生特殊家
庭奖励扶助力度”。

“完善生育政策”的官方表述
并非首次出现，自去年以来，在《国
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党的
十八大报告中都提到了要逐步“完
善生育政策”。近日，卫计委官员在
接受采访时不避热点，也回应了

“单独二胎”能否放开的问题。这次
在卫计委的官方计划中再次提及，

或许可以证明“完善生育政策”不
再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表述，已
经涉及具体的政策设计。

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对
我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确实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要看
到，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群
众要求完善生育政策的呼声也不
断涌现。不同阶层在具体问题上难
免有意见相左之处，但是希望通过
及时的、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完善
生育政策的初衷大致是相同的。毕
竟，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三十多
年，中国的经济和人口结构也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宪法规定国家推行
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使人口的增
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
应”。这也决定了生育政策应该与时
俱进。

事实上，这些年卫生计生系统

也面临着不少有关生育政策的问
题。目前，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父
母步入晚年，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难以维持。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 . 6万个，如
何让这些“失独老人”安度晚年
更让各地感到压力沉重。因为利
益导向，现行的生育政策在一些
地方被搞得变形走样，比如准生
证办证难、强制大月份流产、不
按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等。在很
多地方，一些名人、富人似乎很
容易就能逃避计生政策的约束，
相关处罚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
么痛感，这让那些服从政策、遵
守法律的人感到了不公。面对与
生育政策有关的种种问题，不仅群
众有意见，政府有时也感到棘手，
对生育政策加以完善，已经成为社
会主流的共识。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对生育政
策做了微调，比如山东取消了二胎

“生育间隔”的规定。但是计生政策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更需要通过

“顶层设计”做具体全面的评估，对
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做实事求是
的判断。当然，“顶层设计”不是闭
门造车，如何完善生育政策，应该
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我们制定
社会政策时，曾经把追求经济发展
的效率当做优先考虑的重要的导
向。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口被
单纯地看做资源，对不同地区不同
群体施行不同的生育政策，也体现
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生育政策在
未来的具体调整，应当更多地考虑
群众的权利意识和社会的公平。在
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卫计委做出
的调整方案，也应该更多地体现出
对权利的尊重。

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群众要求完善生育政策的呼声不断涌现。在这种形势下，生

育政策应该与时俱进。如何完善生育政策，应该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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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要求，全国审
计机关于8月1日起全面展开政
府性债务审计工作。这是审计
署第二次组织地方政府性债务
全面审计，同时也是首次展开
包括中央在内的五级政府性债
务彻底摸底和测评。

相比于政府性债务危机频
发的欧美国家，我国在此问题
上暂时安然无虞。一方面，即使
按照极端估算，中国的政府性
债务规模相比同样巨大且增长
强劲的财政收入规模，尚属于
可承受范围；另一方面，我国的
银行体系实际依然坐享国家信
用背书，其流动性状况并不敏
感于信贷质量波动。

但伴随情势变迁，我国的
政府性债务安全正在逼近系统
性风险积累的阀值，而上述两
项安全阀近来也已经亮起警
灯，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在

经济增速业已出现拐点的背景
下，连年超高速增长的财政收
入不可避免地因为税制设计中
暗含的放大效应而加速下行；
另一方面，在去杠杆化的总体
政策思路下，中国的银行体系
流动性至少不再像以往那样有
无尽“父爱”可凭恃，而不久前
骤发的“钱荒”，也从某种角度
传递出这一信号。

在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
时期，原本被暂时掩盖的风险
很可能加速引爆，这也是新一
届政府未雨绸缪，及时展开政
府性债务全面审计原因所在。
下一步要在摸清底子的前提
下，堵、疏结合对症下药。(摘
自《中国经济周刊》，作者葛
丰 )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不能够好的时候大兴土木，负
债建设；不好的时候，又竭泽而渔，
挖地三尺。

针对目前地方财政的局部困
难，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提醒
说，地方财政不是一块橡皮泥，可
以随意地拿捏，必须尊重财政收支
的客观规律。他认为，地方政府要
尽量保证财政收支的稳定性，同时
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有度，“罗马不
是一天建成的”。

一个不经意的行为，可能遭遇
的就是民众的摄像机，民众为权力
行为随时留底。

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事件
曝光后，评论人付小为认为，与过
去相比，当下公众对权力运行提出

的要求更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他同时
提醒说，公共权力逼得普通人去当
侦探，普通人能够当成侦探，这是
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

为了上项目各地争得头破血
流，一个地方不搞好接待，投资商
扭头就走，到其他地方去。

谈及公务接待，某地一位接待
办主任这样“吐苦水”。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竹立家指出，这种看法折射
了当下不良的风气，也反映了一些
制度问题。例如，一些制定了公务
接待标准的市、县，仅仅把标准执
行范围圈定在“市域”、“县域”以
内，接待市、县以外单位或上级机
关是怎样的标准并未明确。

葛媒体视点

在当前经济增速出现放缓
的情况下，加大清费减负力度是
帮扶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重
要举措，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
激发企业活力。同时，这也是新
一届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
政审批改革的重要举措。

在肯定近期行政收费改革
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被
精减取消的这些行政收费事项

“含金量”还不足，有的收费数额
较小，有的在实践中已被部分地
方政府取消。实际上，许多企业
最希望撤掉的是一批“卡脖子”
行政收费。

另外一个直观证据，是行政
事业性收费总额依然保持高速
增长。数据显示，在近期税收收

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包括行政
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项目在内
的非税收入却保持高速增长的
态势。这种现象存在，说明少数
地方和部门仍然可能存在“用收
费来补税”的现象。

因此，推进行政收费改革，
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层面的项目
削减。应当全面排查各地执行行
政收费情况的“老底儿”，一方
面，要建立行政收费事项公示
制，各地政府要将每个行政收费
事项的减少收费情况公布于众；
另一方面，需保留行政收费事项
的具体收费名目和详细数据，以
及保留原因和期限，也要向社会
公布，充分接受公众的监督。(摘
自《经济日报》，作者朱磊)

清费减负的步子应再快些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已成为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且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党外人士座
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产能
过剩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从实际情况看，要落实好这一要
求，一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即
要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除存
在外需萎缩、产业结构不合理等
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
地方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
市场“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
时出现错位。

从投资决策来看，企业投不
投资、投向哪些产业，本应由市
场决定。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

调做大GDP，以土地优惠、税收
优惠等公共资源吸引投资者进
入本已过热的投资领域，导致产
能过度扩张，甚至出现相当一部
分没有国家立项、没有环保审批
的项目，不仅加剧产能过剩，而
且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从生产经营来看，一些地方
政府长期存在“重审批、轻监管”
的管理问题，对以技术、标准、规
范等促进市场主体自主发展的
模式把握不够。一些行业要么政
府制定的标准过低，要么没有严
格执行标准，监管不到位，导致
先进产能无法与落后产能公平
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反而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恶化了市
场环境。(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治理产能过剩需管好“看得见的手”

地方政府性债务要先“清”后“理”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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