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鉴“停车超市”，推倒城市更多“墙”

据报道，济南停车办推行的“停
车超市”服务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
部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
的配建停车场在夜间对周边居民有
偿开放；同时也有多处住宅小区的
停车场在工作日向周边单位上班族
有偿开放。目前，全市累计错时开放
的各类停车场所已有近20家。

现如今，城市里的停车难有目
共睹，停车位缺口更是多达几十万，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打
破围墙”的方式提高停车位的使用
效率，无疑是个好办法。虽说考虑到

管理成本、运营方式、定价标准等诸
多问题，“停车超市”要想扩大规模
阻力多多，但既然找准了“领地”开
放、资源共享这个大方向，就要坚定
地走下去。

一直以来，企事业单位、住宅小
区等相对封闭区域内的停车位，使
用效率低的情况很普遍。在“外车莫
入”的规则之下，一些单位驻地、商
场写字楼、住宅小区“犬牙交错”的
地方，白天就会出现小区内车位闲
置，附近的办公地点却满满当当的
情况，到了夜间则相反。一边是有车
位空着，一边是没地方停的车挤占
了公路，停车资源的配置确实有相
当大的优化空间。如果能有效地把
闲置资源利用起来，不仅停车难得
以缓解，道路通行也将更为顺畅。

与济南推行的“停车超市”类似，

考虑到不同时间段不同性质区域的
停车规律，上海、郑州等地就有过在
节假日将党政机关公共停车位向社
会开放的举措。只不过，类似举措要
想充分发挥作用，需要的是普遍性的

“领地”开放而不仅仅是个别现象，阻
力也正在于此。多数单位或封闭小区
坚持严控外来车辆甚至“外车莫入”，
无非是出于利己考虑，宁可车位空
着，也要先保证自己人随时方便停
车。正是这种利己的相互设防，加剧
了城市停车难、行路难的局面。

事实上，停车位利用率的低下，
也只是这种“领地思维”的一种表现
形式。相信很多人都有感触，城市里
有越来越多的区域采取严格的封闭
式管理，整个城市被一堵堵院墙分
割得支离破碎。小到沿街单位的厕
所，大到校园里的操场，除停车场

外，还有很多原本可以造福更多人
的公共设施成了“私人独享”，甚至
不惜相当一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
态。如此一来，自己人确实能够更方
便地使用这些设施，管理者也省了
人力、物力的投入，但对社会整体而
言，却因相互设防造成了极大的不
便和浪费。

停车资源的利用，考验的是一
座城市的管理水平，而开放共享、与
人方便的观念，反映的则是整个社
会的文明程度。诚如明人王守仁所
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相
比于“外车莫入”这一规则的打破，
更难也更关键的是改变拒绝分享的

“领地思维”。但愿“停车超市”的推
广，在让人们感受到停车便利的同
时，也能引发更深入的思考，以此推
动更多城市公共资源的开放。

除停车场外，还有很多原本可以造福更多人的公共设施成了“私人独享”，甚至不惜相当一部分时间

处于闲置状态。但愿“停车超市”的推广也能引发更深入的思考，以此推动更多城市公共资源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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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俊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目前房
地产税法草案正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牵头抓紧
起草，财税部门配合立法。作为
未来的新增税种，房地产税将由
现行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
税合并而成。房地产税将由各地
地方税务局征管，全部税收收入
将划归地方，成为地方税源的重
要补充。

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除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之外，与
房地产相关的税种还包括契税、
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也
就是说，如果仅仅将房产税和城
镇土地使用税合并到新开设的
房地产税当中，所谓的改革，也
就只能是一次“小改”。

相关专家认为，之所以选择
这样的方式，目的是减少阻力，
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粗粗一听，
很有道理，仔细想想，却不尽然。
要知道，既然是推行房地产税改
革，就应当彻底一些、深入一些、
全面一些，而不是小打小闹。因
为，房地产税涉及的范围很广，
如果小打小闹，留下的都是“硬

骨头”，以后改革的难度更大，阻
力也更大。

事实上，随着财税体制改革
的逐步推进，包括房地产税在内
的具体税制，都需要按照市场化
要求进行改革。不然，财税体制
改革也很难向纵深推进。现在的
关键是，有关方面在研究房地产
税改革方案时，到底想达到什么
样的目的，到底为什么要改革。
如果为改革而改革，不把目的搞
清楚，那改革的成功率就不会
高，更不会达到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财税方
面，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
来，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基本没
有出台过大的改革措施。因此，
多数税种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
题。尤其像房地产这种行业变化
很快、税制改革严重滞后的领
域，现行税制对经济活动、居民
生活、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作
用已越来越小。

就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实际
情况以及公众对房地产税的要
求来看，实际上改革的条件已经
基本具备，特别是房价的快速上
涨以及商品房成为投资和投机
的工具，就更应当通过房地产税
政策的调整、税制的优化，遏制
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只有这样，
房地产税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

限度的发挥。
而从地方政府的情况来看，

在利用“土地财政”的空间越来
越小的情况下，也需要有一些能
够对地方财力予以弥补的新税
种。很显然，能够对其产生作用
并带来期待的，主要也就是房地
产税了。要知道，这块税收的培
育，不仅能够成为地方政府的主
要税种，还能够更好地规范地方
政府和开发企业的行为。更重要
的，一旦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行
为得到纠正和改变，对广大居民
来说，是最大的利好。不否认开
征房地产税可能遇到很大的阻
力，但这并不是小打小闹的理
由。在改革问题上，就是要善于
攻难关、破阻力，要将隐藏于经
济社会生活中的难题破解掉。

可以想象，有关方面之所以
选择慎重，最有可能的想法，还
是担心房地产税政策出台后，会
冲击房地产市场，最终影响经济
稳定。显然，这样的担忧也是没
有意义的。如果担心房地产税会
影响房地产市场，不如等到经济
形势好了以后再进行研究，而不
要霸王硬上弓，搞得既没有达到
改革目的，又对市场产生冲击。

房地产税改革，“小打小闹”不如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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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机”的教授“秀”错了场

□毛建国

12月7日晚，有消息称，“男子大闹
赴美航班遭拘，疑为西南财大知名教
授。”对此西南财经大学回应称，当事
人卢某现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副教
授，2015年8月西南财经大学聘其为海
外短期讲座教授、互联网金融研究中
心特聘主任。根据聘用合同相关条款，
学校决定从即日起解除聘用合同关
系。（12月8日中新网）

从目前报道来看，这位教授为何
“大闹航班”，并没有详细介绍。或许航
班有不到之处，或许这位教授受到了
委屈，可是作为教授，不是公众人物胜
似公众人物，如此出格的言行，又该如
何面对学生？如果学生以此为范，又会
产生怎样的负面效应？西南财大作出
解聘处理，可能严苛一点，但对照师德
师风的要求，其人早已经不像教授。

如果把秀场当成一个中性词的
话，那么对于一个教授来说，最大的秀
场只能是学术领域，最应该秀的只能
是学术水平和学术精神——— 在公共领
域，同样应该展现学者应有的修养。一
旦秀错场，自然会成为笑柄，甚至迎来
不好的下场。像这位教授这样，即便西
南财大不作出解聘处理，其形象也在
学生心中轰然坍塌。即便依然站到课
堂上，得到的也不是学生尊敬，而是深
深的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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