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7月3日，山东省高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外公布2013年全省法院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白皮书)。白
皮书对行政机关败诉的主要原因进
行了归纳，并针对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提出了建议。(本报今日A10版)

依法审理俗称“民告官”的行政
诉讼案件，通过法律途径厘清权力
边界，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能。白皮
书以及一批典型案例的公布，不仅
关系到司法信息的公开，促进民生
领域执法难题的解决，同时也给行

政部门依法履职、妥善开展社会管
理工作提供了借鉴。

事实上，制定行政诉讼法的一
个重要目的，就在于维护和监督行
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通过法律途
径解决行政活动中的纠纷，本身就
是一种进步。上法庭，肯定有原告
被告，打官司，自然有输有赢。随着
法制建设的推进，法律在协调社会
关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习惯居于
强势地位的行政机关采取更理性
的态度。当了被告就积极应诉，与
原告平等对话，不能躲在代理人身
后不露面；输了官司也要积极改
正，不能推三阻四拒不执行判决。
在法治社会就要树立尊重法律的态

度，掌握公权力的行政机关更要做
出表率。

从这个意义上讲，白皮书的公
布，在体现上述法治理念的同时，也
给行政机关开展工作提供了指导。
依据调研分析的结果，“消极应诉”、

“行政不作为”、“行政行为合法性问
题”、“不动产征收不规范”等成了主
要的败诉原因，这对全省各级行政
机关开展工作起到了警示作用。而

“树立法治思维”、“依法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支持法院依法裁判”、“加
强复议与诉讼衔接”等建议，则更具
体地对行政行为提供了参考。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同时公布
的十大典型案例，生动地把行政活
动中容易涉及的法律问题展现出

来。这些案例涵盖拆迁补偿、工商管
理、房屋登记、劳动保障等多个方
面，大到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小到居民楼规划中的间距控制，都
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行
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容易产生纠纷
的领域。在相关部门履行法院判决
的基础上，其他部门不妨采取“无则
加勉”的态度，审视自己工作中的得
失，避免“踏入同一条河流”。

当然，以上司法信息的公开，既
是在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
给普通群众上的一堂法律课。而群
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也对行政机关
履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社会
的建立，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不断
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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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葛媒体视点

财税体制改革

核心是公平

由于财税体制改革涉及方方
面面的利益关系，加上上轮改革
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缺陷，
其带来的利益格局固化，也使得本
轮改革会遇到更多的障碍和挑战。

税制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最
重要的手段之一，科学、合理、规
范的税制，无疑将有利于社会财
富的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反
之，则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
配，也不利于社会公平。

现行税制，虽然也是按照公
平的要求设计的，但是，由于受当
时社会条件与环境的影响，特别
是为了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
能力，税制的设计也就摆脱不了
行政思维的影响，被人为地增加
了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公平性方
面自然就存在较大的问题。如在
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方
面，就过度强调了国家利益，强调
财政增收，强调提高财政收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问题
也就逐步暴露了。其中，居民收入
被挤占，是最突出的矛盾。居民收
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则是最
明显的表现。不仅如此，在增值税、
所得税、营业税等范围和税率等的
设计方面，也存在明显的漏洞和问
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新一轮税制改革，应当
也必须突出公平二字，将公平作

为税制改革的最基本原则，严格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科学、
合理、规范、公平的税制。(摘自

《证券时报》，作者谭浩俊)

乐见EMBA热降温

EMBA招生出现相对“冷
场”，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受国内
外经济形势影响，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某些企业经营不景气，读天
价EMBA班或者请官员“陪读”的
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成本费用
的抑制；另一方面，随着中央在厉
行节约、整治“四风”、严惩腐败等
方面工作的持续加力，一些官员不
得不谨慎，对公费读EMBA或“被
邀请”读EMBA等避之唯恐不及。

EMBA班报名人数是不是真
的下降，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尚需
继续观察。因为，对一些高校来
说，EMBA班堪称他们的“摇钱
树”，这块肥肉不会轻易割舍，相
关学校或许会推出吸引学员的举
措。其次，报名暂时相对“冷场”，
或许是某些官员或国企高管暂避
风头，待风平浪静、监督不严时再
报名去学。再者，总有别有用心的
商人会找机会“善解人意”地慷慨
解囊，请官员“陪读”，以待日后进
行利益交换。从这个角度看，必须
保持厉行节约、整治“四风”、严惩
腐败等工作的高压态势，同时有
关方面特别是相关高校，应出台
具体措施，使EMBA班回归工商
管理的学问本色。(摘自《经济日
报》，作者刘玉双)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2日下午，省城七贤庄附近，由于
降雨积水严重，一名年轻男子被激
流卷进路边深沟不幸去世。据了解，
当时雨大水急，水沟旁原有的护栏
被冲垮了。(本报今日A07版)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一场大雨中
逝去，让人唏嘘，也让人深思。我们
希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它却在
一场暴雨面前露了“短”，显现出脆
弱的一面。七贤庄附近居民介绍，男
子出事的地方一下大雨就积水，他
们“轻易不敢出门”。可见，大雨积水
的情况不是一天两天了，危险也是
可以预见的，然而这种情况持续多
年并未见改变，城市建设和管理的

“短板”暴露无遗。

这些年，一些城市越建越漂亮，
外表越来越光鲜，然而电线杆、下水
道、施工坑伤人害命的事件却屡屡
见诸报端。相比一些能令城市更美
观的“面子”工程，城市建设和管理
更应重视“里子”，在保障人的生命
和安全方面多下功夫。说到底，城市
是人的城市，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
更重要，而对安全的需求也是最基
本的。

雨季来临，惨剧的发生，再次给
一些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提了个
醒。在城市的危险地段，我们是否设立
了应有的警示标识？施工围挡是否足
够牢固？马路上下水道的井盖是否安
装到位？这些看似不大的细节，其实更
能体现城市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更
能体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仅靠银
行“输血”是不够的。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
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应改变我国以
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大力发展
直接融资，改变千军万马挤银行融资

“独木桥”的现状。

官员腐败有可能反映在房产上，
也可能反映在黄金等动产上，不动产

登记与反腐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

忠认为，不动产登记的立法目的在于
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保障权利人的
合法权益，不能为了反腐倡廉而破坏
不动产登记规范的技术性，违背立法
科学的原则。

葛齐鲁视点

小心雨水冲垮城市“短板”

“民告官”白皮书是依法行政教科书
白皮书以及一批典型案例的公布，不仅关系到司法信息的公开，促进民生领域执法难题的解决，

同时也给行政部门依法履职提供了借鉴。法治社会的建立，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不断推进的。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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