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一点“算计”让代表委员更专业

作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中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李永忠每次参加全国两会都带
着计算器，今年两会也不例外。不
论小组发言还是全团会议发言，他
总是抛出一系列数据来支撑自己
的观点，连财政部工作人员都知道

“这里有个李代表算得太细了”。
从这句简短的描述中，隐约可

见政府工作人员对李永忠的“敬

畏”，在这样一位“工于算计”的代
表面前，身为被监督者的政府自然
也不敢大意。“世界上的事怕就怕

‘认真’二字”，代表委员履职也是
同样的道理。多一些认真履职且善
于发挥专业能力的代表委员，两会
才能开得更有含金量。

在一个小小的计算器身上，首
先能够看到的就是积极履职的态
度。要知道，在每年的两会上，政府
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都是重
头，里面可是充满了数字。就连小学
生做作业都得检查验算，代表委员审
议讨论政府文件，总得有更严谨的态
度。两会的重要作用就在于监督政
府，如果代表委员不认真、不较真，发
现不了政府工作中的问题，审议权、
质询权、批评权、建议权等就形同

虚设了。缺少了外在的监督力量，
政府工作也就少了改进的动力。

监督权发挥得如何，与代表委
员的履职态度息息相关，往往态度
越是认真，履职潜力也就越容易被
挖掘出来。两会上的这些代表委
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各自的领
域里也都是当之无愧的精英。看问
题的视角也好，理解问题的深度也
好，都是超出常人的。作为共商国
是的政治平台，两会的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群策群力，如果各领域的精
英们能利用好代表委员的身份，让
两会上各项议题的讨论更加专业
化，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无疑会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尤其从现实情况来看，两会会
期很短，这实际上给两会的效率提

出了特殊的高要求。无法苛求每一
位代表委员都全知全能，因此要想
提高两会的含金量，以认真的态度发
挥好各自专长，就是一个可行的办
法。最近这些年，人们其实已经在这
方面看到了诸多进步，两会议题的讨
论越发专业，高质量的提案也是越来
越多。原篮球运动员“姚老板”提出
的“赛事审批改革”、“推广专项体
育课”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
高以及改革的深入，对代表委员参政
议政专业化的要求在逐步提高，从全
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不断强化专门委
员会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只要在履职中多一点认真和“算计”，
非专职化的代表委员也可以做得很
专业。

在“工于算计”的代表面前，身为被监督者的政府自然也不敢大意。多一些认真履职且善于发挥

专业能力的代表委员，两会才能开得更有含金量。

“手术没做好，论文写得不
错，问题不解决，这不是花架子
吗?”——— 在江苏代表团的审议
现场，李克强总理当了一回“医
生”。而他问诊的，正是基层医
院医生们的“职称晋升病”。

在职称制度的发展过程
中，“唯职称论”的论调和评审
标准的一成不变，导致职称高
能力低、重科研轻实践等问题
不断涌现，职称评审在一些地
区一些人中渐渐变了味，失去
了原本的意义。

深化职称改革，亟待走出
“以职称论英雄”的认知误区。
既要让职称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也要改掉其限制人才活力、
束缚人才创新的弊端。着力完
善人才发展机制，要用好用活
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
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
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深化职称改革，还需建立
更为多元的职称评审标准。人
才从来就不是流水线上的产
品，人才衡量的标准也不可能
一成不变。职称评审既要让擅
于进行科学研究的专业人才被
认可，也要让拿着“手术刀”的
技术人才得到肯定，真正做到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据新华社3

月10日电，作者周畅、郑昕）

□李忠夏

本次立法法修改的幅度之大
远超预期，涉及地方立法权扩大、严
格限定税收法定、规章不得设减损
公民权利的规定等。而与我们日常
生活关系最为紧密的恐怕来自于第
八条的规定，也就是“只能制定为法
律的事项”，其中包括税收。

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
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开
始，老百姓缴税的依据就主要来自于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1985年，全国人大
做出另一项更广泛的授权，即国务院
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
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2009年6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废止1984年对国务院的
授权，而1985年的授权却保留至今。
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在第八条第八项
中明确规定，税收属于必须制定为法
律的事项，但第九条又规定了授权立
法，即“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
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
先制定行政法规”。也就是说，虽然有
不得授权的事项，但税收不在此列，
这也导致自1984年以来的三十多年
间，我们仅有四部关于税收的立法，
而现有的税种却达到18个，其中相当
一部分都是通过国务院发布的“暂行
条例”、“试行条例”来征收。

这无疑加大了税收征收的随意
性，因为就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
过程来看，法律是政治民主过程的
体现，而行政法规则是国务院的行
政命令，前者需要严格遵循立法程
序、进行充分的民主审议，而后者往
往具有临时性，缺乏审慎论证和民
主参与，这也导致我们经常感到，不
知不觉间又被征税了。

本次立法法修改，对第十条进
行了重新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授权
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
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
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等”，除非
授权决定中明确规定期限，否则不得
超过5年，这与修改之前仅限定“目
的、范围”而言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
是说，虽然本次立法法修改并没有完
全取消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但授
权立法却受到了较之以往更为严
格的限定，按照这一规定，1985年授
权决定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了。

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全面深化
法治的观念进一步得到确认，对于法
治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该立法时必
须立法，不得以行政法规、规章等方
式取代之。现有的一些行政法规、规
章甚至“红头文件”，动辄对公民的人
身自由、财产等加以限制，前有劳动
教养、后有收容教育，还包括形形色
色的“限号”、“限行”规定。立法法的
修改虽然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
问题，但毕竟已经行在路上，我们有
理由期待，立法法修改之后，人们的
生活会更好。（作者为山东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

“警察护着”凸显执法尴尬

“很多部门都寄望于有警察护
着执法，再多的警察都不够用。”全
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陈伟才提出，国家层面应
出台规定减少非警务活动。(3月10

日《南方都市报》)

警察成了“万金油”，似乎哪里
都缺不了他们，这在民众来说，是一
种信任，人们习惯于“有事、有困难，
找警察”；但对一些政府部门来说，
却透露出了自身公信力的式微。一
些政府部门公信力下降，只有通过
警察来帮助自己正常执法，甚至只
是为了让警察来保障自身安全，这
显得很可悲。(戴先任)

一些违法者之所以敢于违法，
就在于违法成本太低，造成其对既得
利益的维护大于对法律的遵守。“执
法需要警察护着”，现实需求背后是
执法者的无奈与辛酸，也是违法者对
法律的无视。当法律更加完善，当公
众更信仰法律、遵守规则时，部门执
法者自然失去了需要警察护着的必
要。（史洪举）

“丢人”的是大学行政化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
长龚克称“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
丢人的事”，引发热议。( 3月1 0日

《新京报》)

其实，丢人的不是什么“副部
级”，而是由来已久的高校行政化的
问题。一所高校校长的水平与其级
别高低无关，而与他的教学理念、培
养出来的人才，以及吸引到身边的
教研力量多少、研究成果众寡相关。
一个副部级的校长，循规蹈矩，亦步
亦趋地在原地打转转，培养不出顶
尖的、国家急需的人才，不但愧对

“副部级”，更愧对学生的期盼，国家
的重托。(胡子民)

“副部级”官帽下的校长，与其
说是长脸，毋宁说是一种错位。既然
官场的那一套机制和逻辑对于大学
而言，既无益反有损，那么，让校长
的归校长，部长的归部长，拨开官场
迷雾的校长们，才不会因角色混搭
错位而“丢人”。而有了清晰的定位、
明确而独立的职责，也本是校长角
色的必要回归。(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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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定”并未取消授权立法
“职称晋升病”该治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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