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办不了”，能根除“奇葩证明”吗

日前，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
微博发布消息提醒群众，有些证明
材料公安机关办不了，不要再白跑
了。这个“证明清单”晒得很及时，
有助于群众了解公安机关的职权
范围。但是要让群众少跑“冤枉
腿”，还需要其他部门一起动起来。
否则，公安机关说“办不了”，其他
部门说“一个不能少”，只能让群众
更为难。

公安机关详细列举了18种自己
办不了的证明。其中有些不在公安
机关业务范畴之内，因为不知情所
以不能出具证明，比如偿还能力证

明、家庭收入状况证明、房产情况
证明、保险事故证明等；有些是个
人无权要求出具的，比如违法犯罪
记录证明、本人持单位招工调查表
让派出所出具现实表现证明等；有
些是没必要的，比如持有居民身份
证和户口簿等合法证件要求派出
所出具身份信息证明。针对每一个
说“不”的项目，公安机关都给出了
有理有据的解释，今后派出所办事
窗口前可能就少了很多无谓的“口
水仗”。

其实，在公安机关晒“证明清
单”之前，一些地方的派出所早就
被各种“奇葩证明”搞得焦头烂额。
近日媒体曝光的就有多起，比如福
建省华安县一位老人办理电信业
务被要求到派出所开具健在证明，
云南省一名女子在盐津县买房被

要求到派出所开具无犯罪前科证
明。对这些奇葩的要求，派出所本
来可以拒绝，但是因为不忍心让群
众来回跑腿，不但按要求开了证
明，还在证明之后附加了大段的

“吐槽”。“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
身份证、户口本都还在，有必要
么？”“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
科，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
房吗？”这些盖着派出所公章的“吐
槽”都说到了群众的心坎里，被群
众称为“良心证明”。现在让人担心
的是，如果公安机关以后不再开具
以上证明，而其他单位和部门仍然
按老规矩办事，很可能让群众掉到
空当里，左右为难。

虽然一些证明很奇葩，但是在
一些单位和部门看来却是必不可
少的。“奇葩证明”的背后往往是信

任感和责任心的缺失。很多单位和
部门本来是服务群众的，但是懒于
信息筛查，又不愿承担责任，就给
群众提了很多无理要求，试图通过
群众的多跑腿来弥补自己的懒政，
各地派出所、居委会深受其害，公
安机关才列举了18种“办不了”的证
明，而居委会的公章早就成了“万能
公章”，买房、入学、看病、生孩子等
等，几乎都离不开居委会的证明。公
安机关依法办事，说“办不了”了，以
后居委会要开的证明可能会更多了。
如果居委会也受不了了，群众的事
只会更难办。群众希望看到的是，
在公安机关晒出“证明清单”之后，
其他单位和部门也来晒一晒，既晒
权力清单，也晒责任清单。不该你
办的可以坚决不办，该你办的也别
推诿扯皮，如此才能真正便民。

“奇葩证明”的背后往往是信任感和责任心的缺失。很多单位和部门本来是服务群众的，但是懒于

信息筛查，又不愿承担责任，就给群众提了很多无理要求，试图通过群众的多跑腿来弥补自己的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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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秋，奢华高价月饼有“死
灰复燃”之势。在某家知名电商网
站，搜索“月饼券”，发现标价许多都
在千元以上，个别的高达数千元。（8

月2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何勇：市场上销售高价月饼，本

身并无不可，关键问题要看是谁购
买了、享用了。比如说民企买来给职
工发福利，这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
是用公款购买，或者是收受者是官
员，“月饼券”还通过退款等方式变
现，这就触犯了党纪国法，是值得警
惕的腐败行为。

张枫逸：“月饼券”的出现呼唤
反腐手段升级。有网络专家指出，根
据IP地址分析和调取网页浏览记录
以及追查所关联的支付银行卡等，
申请人和被赠送人的记录都可以查
清楚。因此，各级纪检机关可以加强
与运营商、金融部门的协作，从数据
流中筛查腐败行为的蛛丝马迹。

唐伟：小小月饼的背后，还是一
个“如何约束权力行为”的问题。一
方面，应在公共财政的使用与审计
方面做到公开，不给公款购买天价
商品留机会；另一方面，只要把权力
彻底关进笼子，让掌握权力的官员
再无寻租的工具，也就没人挖空心
思给他们送“天价月饼”了。

更换港澳通行证原本是小事一
桩，可出生在重庆的“97前”，很可能
都会遭遇办证难题。日前，因户口簿
上注明的是“四川省重庆市”，家住
广州的曾先生只好把通行证出生地
改为四川省，这才顺利换证。（8月23

日《广州日报》）
刘昌海：曾先生出生时，重庆就

属于四川省，这是常识，办事民警不
可能不知道。但明摆着的事实，却在
办证时眼睁睁通不过，足见相关部
门作风僵化。国家层面的行政区划
改变，市民并没有过错，由此引起的
不便，本应由政府部门消除。

张燕：省级行政区划的变更，是
由全国人大投票决定的，这就相当
于立法，那么相关的配套工作，包括
公安、民政系统的信息变更就该尽
早完成。不得不说，这就是公安户籍
管理在日常工作中的懒政。正是因
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发挥
作用，政令梗阻现象屡见不鲜。

高创：早在2008年的时候，就有
打工者办理居住证时，遭遇同样的
尴尬事，时隔七年还存在同样的问
题，足见相关部门的办事效率。“两
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足以证明，连部
门内部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信
息反馈机制，否则的话，互联网时代
又怎能容得下这么大的bug（漏洞）。

公众监督给力，“打招呼”无用武之地

□王洪宇

日前，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
法被正式列入人大的立法规划，
被有些人解读为立法工作很快就
会完成，房地产税马上就要推出。
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有误，房地产
税法何时出台有待观察。

此次房地产税法被列入本届
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一类项目，
意味着该法立法条件比较成熟，
拟在任期内提请审议，即2018年3

月前提请审议，但是否能按时提
请审议以及何时能够审议通过均
存在变数。法律草案要真正成为
法律，需要经过提出议案、审议草
案、表决通过、公布等主要阶段，
其中涉及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修改方案等环节，一般要经历人
大三次审议才可以最终通过，整
体时间周期较长。许多法律历经
多次讨论，最后才得以通过。还有
部分法律草案由于不够成熟，在
讨论中甚至夭折。

从房地产税法的制度设计
上看，仍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研
究，在没有形成完善方案前不会
轻易出台：

其一，如何处理房地产税与
土地出让金的关系。我国实行城
镇土地国有制，占房价最大份额
的土地出让金，本质上是一份长
期土地租金。由于住房的建筑成
本不高且逐年折旧，征收房地产
税时如按照市值征收，征收的实
际上也主要是土地价值。可见，

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与房地
产税存在重复征税嫌疑。房地产
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土地使用
权属性与他国的差异，妥善解决
这一问题。

其二，相关税种需要大量精
简、合并。目前,我国房地产所涉的
税费繁杂。在建设环节 ,涉及耕地
占用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建筑安装营业税及附征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和印花
税。在交易环节 ,卖方销售需缴纳
销售不动产营业税及附征的城建
税和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相关税种
的取舍、精简和合并不仅需要技术
上的精巧设计，而且要稳妥处理好
相关的利益博弈和关系协调。

其三，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
存在巨大差异，房地产税的具体
制度设计难度较大。在已征收房
产税的国家或地区，房产税主要
采取从价税，计税依据为房地产
的市场价值。由于我国不同地区
以及一二三线等不同城市的楼市
供需状况、居民收入水平都存在
巨大差异，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
税率以及起征点的确定都是立法
中的难题。国际上，房地产税一般
是地方的主体税种，地方政府在
征收过程中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我国房地产税法也不妨给地方政
府留下余地，以解决各地发展情
况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异。

其四，具体征收方式的选择
需要审慎考虑。有人把税收比作

“拔鹅毛”的艺术，既要把鹅毛拔
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
唤。房地产税作为一种直接税，纳

税人的痛苦指数显然会比较高，
特别要思考采用何种征收手段的
问题。采用报税上交的方式，催收
成本可能很高；在房屋买卖时清
税过户比较容易操作，但房屋不
成交税同样收不上来，不论采取
何种方法征收，都很难让纳税人
自觉自愿地上交不菲的税金。

其五，相关配套制度、条件不
可或缺。配置制度方面，房屋信息
不透明，税收征缴就必然面临偷
税漏税等情况，因此加快推进不
动产登记制度是房地产税立法的
重要前提。从现实操作层面来说，
推动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尚需要
克服诸多困难，整体登记工作量
巨大，何时能够完成尚不确定。立
法时机方面，在当前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
稳定对于遏制经济下滑趋势意义
重大，房地产税的出台也必须选
择好改革时机，谨慎开征。

中国立法的成功经验之一，
就是通过不断扩大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保证不同利益方充分协
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做到
科学决策。房地产税的立法，也应
当坚持这一原则，对立法中的重
大制度设计，应当采用座谈、论
证、听证等形式，广泛听取和吸纳
广大民众和各领域专家的意见，
对于关键问题要认真进行科学的
评估论证，从而最大程度地取得
和达成共识。这不仅可以大大提
高决策质量，更重要的是公众对
于自身参与的决策过程也会更易
于信任与接受，这对房地产税法
的有效执行意义尤为重要。(作者
为法律工作者)

房地产税立法任重道远

葛一家之言

大家谈

绑紧权力之手

月饼何以“天价”

坚持懒政18年

重庆“变”四川

葛众议

□马涤明

22日，北京市为保障空气质
量，全市启动“5+4”（5个委办局联
合督查组和4个环保部门督查组）
督查机制，督查将采取不定路线、
不打招呼的方式，直奔现场并直
接曝光。（8月23日《新京报》）

检查前不打招呼，突然袭击，
这叫动真格的；打完招呼再去检
查，让被检查对象有所准备，那是
弄虚作假。北京市这次环保检查
动真格的，是为落实抗战胜利纪
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措施，是完
成硬指标、硬任务的需要。那么不
难想象，任务一定会完成，当初的

“APEC蓝”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督查不打招呼，直奔现场，

直接曝光”成为特殊时期的特别
手段，不经意间反映出来的问题
是，日常监管处于另一种常态。我

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群众举
报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环保部门
前往排污现场，结果一切都和平
常不一样。其实谁都猜得出来原
因——— 打招呼了。上级部门和领
导检查或考察时，“打招呼”几乎
就是一种“规定”，很多时候，领导
也都心知肚明。

于是，这样的检查就变成了
形式主义的走过场，起不到真正
的作用。公众更期盼的则是，包括
环保检查在内的所有检查工作和
活动，都应该坚持“不打招呼”的
原则，不定路线、不打招呼的检查
方式应该成为常态。只有这样，检
查才可以称之为检查。

当然，之所以“打招呼”成为
常态，实际上不是哪些地区、哪些
部门、哪些官员的工作习惯，而是
行政权力运行过于封闭、缺少外
部监督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检
查体制不发生根本性改变，“打招
呼”仍会屡见不鲜。尤其现在，互
联网通信如此发达，以个人之名

“透露”点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而

且很难查处。
对此，在笔者看来，一个较好

的方式就是增加检查等监督方式
的常态化，如果不是只有特定的
检查才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被
检查对象也就很难作假。这就需
要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发挥重要
作用，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加入到检
查队伍中来。给“打招呼”提供便利
的互联网技术，其实就可以在此发
挥作用，不妨由政府主导，建立不
同领域的网络监督举报平台，包括
举报情况、处理情况等信息全都公
开。比如在环保领域，公众以此不
仅能够监督排污企业，还能够监
督环保部门的履职情况。

于是，检查扩展成了全天候、
无死角的状态，要想应付检查，那
就必须把作假当成常态化的工作。
如此一来，应对检查时的特殊状态
变成了日常状态，检查前“打招呼”
的习惯，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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