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12日发布《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
大气污染防治勾勒出明晰的路径
图。

今年年初多地出现的雾霾天
气，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呼吸之痛，也
警示环境风险已经逼近。向大气污
染开战，不但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
注定是一场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
的攻坚战，虽然会有种种困难，但现
实已无路可退。

国人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在年
初的雾霾天气中达到顶峰。当时，从

京津冀到郑州、从南通到贵阳，多个
城市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北
京城区PM2 . 5指数更是逼近1000。糟
糕的空气质量，令人触目惊心的监
测数字，无一不在提醒大气污染问
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已经在蚕
食经济发展的成果。

谁也不愿走“要钱不要命”的路
子，但此前一些地方或害怕淘汰落
后产能会拉低地区GDP，或担心控
煤等花费太多成本，对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积极性不高。而由于空气流
动等原因，一个地方出现污染，周边
城市很可能也跟着受害，这种“跨地
域”的特点，也影响了一些地区防治
污染的热情。行动计划充分考虑到
上述情况，本着“谁污染、谁负责，多
排放、多负担，节能减排得收益、获
补偿”的原则，实施分区域、分阶段

治理，这就从产出收益方面给各地
以动力；“组织部门参与考核”的设
计，加大了对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的
惩戒。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消除“坐等
靠”的现象，督促各地切实拿出“割
肉”的勇气来。

我国大气污染问题是长期粗放
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造成的，为了
从源头上防治污染，中央提出了产
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的若
干目标。在此过程中，一些行业、企
业很可能要经历生死存亡的考验，
有的甚至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
于从业者而言，这确实是一道坎儿。
但是，这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
势，也是走生态友好型发展之路要
付出的代价，从长远看，对相关行业
和人群也是利大于弊的。

而作为重点之一的机动车污染

防治，更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行
动计划提出，“北京、上海、广州等特
大城市要严格限制机动车保有量。
通过鼓励绿色出行、增加使用成本等
措施，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要实现
以上目标，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会给当
地居民造成不便，这就需要这部分群
众做出一定的牺牲，当然，这也对职能
部门提出了要求：出台相关政策时，不
要过急、过猛，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
设计最优方案，才能最大程度争取
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大气污染是我国当下环境问题
的一个缩影。此次行动计划的出台，
彰显出中央解决环境污染的决心。
公众期待它在实践中能收到良好效
果，成为治理土壤问题、水源问题的
一个“样本”，尽快补上历史欠账，走
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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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向大气污染开战需要“同仇敌忾”
向大气污染开战，不但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注定是一场涉及

面广、持续时间长的攻坚战，虽然会有种种困难，但现实已无路可退。

政府机构不是给年轻人的，这
是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是大材小用，
也浪费了社会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
成本。

在2013年诺贝尔奖北京论坛
上，2006年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
尔普斯表示，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
要靠创新，需要大量的人才涌入中
小企业。很多受教育良好的年轻人
争着去做公务员，是严重的浪费。

工资和薪金所得是按月交税，
只是扣除三险一金，最高要交45%。
其他所得就不同，扣除一定的费用
之后，最高收取20%。

近期关于个税改革的话题频繁
引发热议，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王大树看来，目前真正交个人所
得税的人大多属于工薪阶层，且最

高税率要比其他所得税高很多。

抓当然比不抓好，至少抓一个
少一个，但是如果不改革体制，我觉
得抓人解决不了问题。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欧陆
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
胜军谈到中石油腐败窝案。在他看
来，这应该成为推动央企改革的一
个契机，彻底摧毁滋生腐败的温床。

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
牢记自己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不
是你养活了纳税人，是纳税人养活
了你。

近日，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
接受采访时谈到政府在企业管理中
的角色。在他看来，政府要把自己的
事做好，不该管的少管。

葛一语中的

资金价格的市场化，对任何一
个经济体都不是简单的课题，每一
步都要求相应的客观条件，改革的

“时间窗口”选择非常重要。
从我国的经验看，利率市场几

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无一不
是顺应整体经济环境和条件，抓住
改革时机的成果。

1996年同业拆借利率的放开
是在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
进展的条件下实现的，债券市场利
率的放开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广
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后实现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
得由政府代替银行进行风险定价的
管制利率弊端日益凸显。1998年10

月31日起，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
款利率上浮幅度由 1 0 % 扩大到
20%，贷款利率市场化由此破冰。

当前，我国金融机构企业绝大
多数已经成为自负盈亏的商业机
构，具有相当的自主定价能力，利
率市场化的基本前提已经具备。同
时，可以规避存款利率上限的理财
产品发展迅猛，这实际上反映了对
存款市场的管制，开始表现出某种
无效性。

从成功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
的美国、日本的经验看，当一项管
制无效的时候，往往就是管制放开
的时间窗口。(摘自《经济日报》，作
者刘溟)

葛媒体视点

抓住深化金融改革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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