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山爆炸”追责，应有切肤之痛

4日晚，国务院昆山爆炸事故调
查组对事故作出判定，并总结出5大
原因，认为昆山爆炸事故是一起重
大责任事故，事故的责任主体是中
荣公司，原因在于企业存在问题和
隐患长期没有解决，粉尘浓度超标，
遇到火源，发生爆炸。

发生如此严重的爆炸事故，企
业责任重大。然而安全生产不能仅
靠企业“自觉”，必须重视并建立长
期有效的安全监管机制，让企业生
产始终处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之
下。对事故追责，也要避免只对企业

“打板子”，还要加大对监管者的问
责力度。

作为生产经营主体，企业本身
具有逐利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很可能减少对安全生产资金和设施
的投入。比如这次事故中，就有该厂
生产工艺路线过紧过密的问题，

“2000平方米的车间内布置了29条
生产线，300多个工位。”如此一来，
成本是降低了，相应的安全风险却
增加了。所以说，监管部门在任何时
候都不能放松，必须给企业戴上安
全生产的“紧箍咒”。唯有如此，才能
规范企业经营，及时发现企业的违
法生产行为并对其进行约束和处
罚，也才能从源头上降低事故发生
的几率，保证劳动者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地方政
府完成招商引资或审批流程后就对
企业安全生产放松了警惕，监管长
期处于“缺位”状态。出事企业所在
的昆山开发区近3000家企业，安全科
仅4人，面对企业如此多的安全隐患，
安监、劳动、卫生、商务等部门竟然都

“没有发现问题”。监管力量薄弱，本
身就说明当地政府部门对安全监管
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关职能部门“各
管一摊”的执法方式，看似都负责，实
际都不负责，更使企业的安全生产
监管流于形式。如今，安全事故已经
发生，必须明确的是，企业的责任由
企业来承担，而监管“缺位”的责任
也应由相应的监管部门来承担。

当然，相比于追责，建立有效的
监管体系才是防范安全隐患的关

键。在安全生产监管领域，“九龙治
水”现象很常见。单个部门多从自身
工作方便出发，下了整改通知书完
事，或是“以罚代管”，对企业的震慑
力不够，安全隐患最终积攒成安全
事故。昆山粉尘爆炸事故实际上是
敲响了警钟——— 在多部门综合管理
的语境下，相关职能部门应理顺权
责关系，做到权责明确，一旦出了问
题，可追查到部门以及具体责任人，
以此倒逼监管部门把监管工作落到
实处。

如今，昆山粉尘爆炸事故已进入
调查处理阶段，要严惩忽视安全生产
的企业责任人，更要让失职的监管部
门感受到切肤之痛，并由此建立起能
够有效约束监管者的问责机制，避免
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安全生产不能仅靠企业“自觉”，必须建立长期有效的安全监管机制。在多部门综合管理的语

境下，相关职能部门应理顺权责关系，以此倒逼监管部门把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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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舒圣祥

根据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情况
和各地方的整改通报，整体上看，
在前三轮被巡视的21个省份中，有
20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业腐败，占
比达95%。（8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

过去一段时期，房地产业客观
上一直是很多地方的经济支柱，无
论建房的还是炒房的，都随着房价
飙升而大发其财，漂亮的GDP数
字也与此密切相关。对身处其中
的官员，巨大的财富空间很有吸
引力，出现与房地产黄金发展周
期相伴随的涉房腐败问题，也就不
难理解了。

对泛滥的房地产腐败需要有
集中的彻查，这不仅是反腐败不能

遗忘的角落，也是为了确保房地产
健康发展。问题是，过度依赖周期性
的集中查处，对泛滥的房地产腐败可
能力有不逮，“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
哪里”也可能会有滞后效应。

房地产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
在于审批环节多，官员自主权大，
无论是前期土地征用、出让环节，
还是后期建设、开发、销售等环节，
都给官员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

要遏制房地产腐败，一是要压
缩不必要的审批环节，让市场发挥
决定性作用；二是要加强对审批权
力的约束和监管，建立权力制衡机
制和签字负责机制，辅以严厉的违
规惩处；三是要完善对审批事项的
程序约束，强化审批进程和结果的
透明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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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遏制“房腐”需管住审批之手

葛一语中的

如果全社会都将反腐败的希
望寄予纪委，必然增加了纪委工
作人员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认为，现
下体制中，扮演监督者角色的纪
委依然无法摆脱“最后的监督者”
悖论，一旦纪委系统发生腐败，将
放大腐败的后果，唯一的出路是
逐步赋予公民更多监督权力。

这只手去征，另一只手去卖，
中间的差价是如此之大，所以带
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
授周其仁表示，在改革的过程中，
土地财政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农
民的地只有变成国有土地才能进
入市场，这等于给了政府操作的
空间。因此，有关农地流转的改革
还应继续下去。

我们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和
银行会结成利益同盟，并联手隐
瞒已经存在的风险隐患。

在镇江市国资委工作人员
谭浩俊看来，在地方政府、银
行、平台公司等都在拼命捂盖
子的情况下，个别地方债务危
机的爆发，反倒是件好事。越早
揭开盖子才能越早做出应对，
否则，风险会越来越高。

理想的公关在处理危机的层
面上，是一种幕后工作。

财 经 专 栏 作 家 陆 路 撰 文
称，不能把公关简单理解为“危
机公关”，而是企业要营造一种
长期的危机意识，确保各部门
在日常运营中能减少危机出现
的可能性，并在危机真正发生
的时候，及时获得全面的信息，
进行有效的公众沟通。

□史洪举

广州市发改委近日发布了《广
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
2020年 )》的征求意见稿。按照《规
划》，到2015年，将实现信用信息市
级集中，个人信用档案覆盖率达
60%；到2020年，个人信用档案覆盖
率达90%。此外，将通过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发布失信
者“黑名单”。（8月5日《新快报》）

从此前媒体报道来看，黑名单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生活中，如最高
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交管
部门的交通违法黑名单，住建部门
的恶意欠薪企业黑名单，卫生部门
的危害食品安全黑名单等。遗憾的
是，很多部门的信用数据仅限内部

使用，并没有实现共享，因此也未
能有效约束失信者。

由此类推，广州此次计划建立的
属于区域信用体系，在执行中难免遇
到类似的困境。更何况，当前社会信
用不彰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律不健
全，违规者从违规行为中所获收益远
大于成本。广州市虽然享有立法权，
但权力有限，不能与法律和行政法规
冲突，更不能作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
的处罚。

社会诚信的重要性不用赘述，
基于此的信用体系建设不仅是社
会问题，更是法律问题，需要拿到
国家层面来解决。在法律尚不健全
的条件下，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

“单兵突进”，更多的是起到试错的
作用。

立法跟不上，“黑名单”难有实效

自然灾害的破坏性，不仅表
现为巨大的物质摧毁力，更在于
其难以预测。在自然灾害中寻找
规律、总结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应当看到，“事后”的救援毕竟只
是应对灾害的一个环节，要真正
实现对自然灾害的未雨绸缪，日
常的防范也必不可少。唯有“事
后”的救援和“事前”的预防双管
齐下，才能在灾害面前确保无虞。

应对自然灾害是一个系统工
程。我国是一个地质灾害高发的
国家，而近年来多发自然灾害的
区域大多地处偏远，存在地形复
杂、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如何建
立更加有效的灾害防范机制，需
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对
此，一些发达国家和我国的部分
发达地区，普遍把加强集镇规划、

提升建筑物抗震性作为预防灾害
的重点，这样的经验需要向中小
城市和农村地区普及。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一体
化的进程之中。中西部地区经济
水平的提升和物质财富的积累，
使得这些地区的群众有了强烈的
愿望和一定的经济实力改善居住
条件，这实际上是推进防灾减灾
工作的一个良好契机。在推进这
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地方政府部门
要加强规划引导、资金支持等方面
的力度，同时地震、规划等部门需
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建筑设计和改
造之中，普及防震减灾知识，提供
专业技术指导。唯其如此，才能实
现抗灾能力的“提档升级”，最大
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周继坚）

葛媒体视点

“事后”救灾不忘“事前”防灾

消费税调整要有“加”有“减”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都在发生
变化，消费品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
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大多数奢侈
品变成日常必需品。从1993年通过

《消费税暂行条例》决定征收消费
税到现在，列入消费税税目的消费
品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当初
对护发护肤类产品征收税率为17%

的消费税，1999年财政部不得不将
税率下调为8%，7年后完全取消。

消费税确实应该根据变化了
的经济和社会实际，适时进行调
整。首先，对一些曾经是奢侈品，
但现在已经成为大众必需品的商
品，应该从消费税税目中删除。因
为中国实行普遍的增值税，那些
已经失去奢侈品特性成为日常消
费品的商品，征收增值税已经足
够，再征一道消费税不利于改善

民生。类似产品有普通商用汽车
和汽车轮胎等，难说都是奢侈品。
其次，对于耗用宝贵稀缺资源以
及造成严重污染的商品，以前并
未纳入消费税税目的，应该纳入，
如占用大量土地的豪宅别墅以及
污染环境的石化能源产品等。最
后，对于高端奢侈品应该继续实
行高税率，以实现调节贫富差别、
缩小社会财富鸿沟的目的。

消费税的调整，既要做加法也
要做减法。加减法取舍的原则，就
看它是否有利于民生，是否有利于
形成健康的消费方式，是否有利于
缩小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摘自

《中国经营报》，作者梁发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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