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俊生

财政部部长肖捷昨日在十
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
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个税改革的
问题时介绍说，目前个人所得
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
论证中，总的思路是个人所得
税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案
总体设计、实施分步到位，逐步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
得税制。

个税改革，近几年一直是
民众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少人对目前的个税征收制度
有一种感觉，认为现在缴纳个
税的主体部分是工薪阶层，而
更多的富豪由于其收入途径多
元化，有的甚至是灰色收入，游
离于个税征收之外，导致个税
出现了“劫贫济富”的倾向。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舆论一直在
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减轻
民众的个税负担，也有要求更
多地考虑纳税人家庭情况，使
家庭经济较差的群体能够得到

更多的个税减免。
对于民间的这种呼声，政

府曾经给以积极的回应，十八
届三中全会把个税改革列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之一。从肖
捷在此次记者会上披露的内容
来看，改革的思路基本已经成
熟，这就是将部分收入项目，比
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
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以年度
为单位进行个税征收，征税范
围除了工资薪金，还包括其他
劳务所得，这将使纳税人不再
是单一的工薪阶层，而是可以
包括所有的有收入者，改变个
税征收由工薪阶层唱主角的现
状，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纳
税义务，使个税能较好地发挥
调节民众收入的积极作用。

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
提交了关于提高劳务所得税起
征点的提案。劳务所得税从其
性质来说，与个税并无什么不
同，但与个税多次提高起征点
不一样的是，劳务所得税的起
征点仍然执行30多年前的标准
即800元，这已与现实严重脱

节，因此民进中央的这个提案
得到了舆论的广泛支持。而按
照肖捷披露的个税改革方案，
劳务所得税基本上已放在其中
通盘考虑，并将和个税设计一
样的起征点。

个税改为按年征收并将劳
务所得税合并计算后，舆论曾
经呼吁的个税征收要考虑家庭
情况就有了落实的条件。实际
上，当个税征收要考虑到家庭
生计的情况时，这一税种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家税”了。
一般地说，家庭的经济活动并
不是按月平均分配的，按年征
收个税，可以使纳税人更合理
地考虑家庭支出，再按照家庭
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扣税标
准，能够使纳税人更直接地享
受到个税改革红利的获得感。

个税还可以起到政策激励
的作用。比如，目前国家对生育

“二孩”持鼓励态度，但生育一
个孩子毕竟需要家庭付出巨大
代价，那么，对这部分家庭减征
或者免征个税就能够起到鼓励
生育“二孩”的作用，使整个家庭

都能受益。再比如，民众用于创
业、慈善等方面的支出是否可考
虑抵扣个税，住房去库存压力大
的地区是否可考虑对购买住房
的家庭免征购房额度内规定比
例的个税，都是可以研究的。总
之，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要让
民众更多地体会到改革所带来
的实惠。

当然，要实现肖捷提出的
这个改革目标，从现实来看还
面临不小的困难。其中最突出
的便是社会诚信的缺乏，使各
项收入加总计算纳税额会出现
漏洞，导致偷漏税增多，因此需
要国家抓紧进行征信机制和货
币电子化建设，使每一笔市场
交易都能有信可征。这项改革
对民众也提出了要求，民众依
法纳税，国家则在制度设计上
多考虑减轻纳税人负担，并且
激励纳税人的家庭经济用度向
国家鼓励的方向倾斜，从而表
现出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使这个在国家税收体系中的

“小税种”发挥出大作用。
（作者为知名财经评论员）

个税改革红利要让人有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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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还得找准病根下猛药
□安佰鸿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
的相关议案、提案又让网络
打假这一话题热了起来。面对
此情此景，马云大概有些百感
交集。喜的是社会各个层面终
于关注打击制假售假这一关
系国计民生的问题，这是朝着
问题解决迈出的关键一步；忧
的是有人把制假售假的污水
泼向了像阿里这样的电商平
台，实在是打错了靶子，找错
了根子。因此，他昨日不得不
在长微博中向代表、委员们建
议从法律层面根本上解决制
假售假问题，再次呼吁像治理
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打击制假售假，电商当然
有责任，为着自身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这也是它们的必然之
举。但是，让电商平台承担制
假售假的全部责任，乃是舍本

逐末之举，没有击中要害。这
确实让马云有些憋屈。

那么，假货横行的“病
根”在哪里，又该如何开药
方？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
理假货，可谓阿里巴巴“久病
成医”的一个经验总结，从根
本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让
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了可靠的
抓手。商品从生产到流通，再
到被消费掉，这是一个复杂
而漫长的过程。电商平台只
是流通环节上的一个发展较
快的部分而已，它不是主要
矛盾所在。想单纯依靠这一
个点来根治全局存在的问
题，恐怕是想当然。

要正本清源，就要堵住
假货生产的源头。马云在这
一点上无疑是对的，就是要
打击生产之源。市场上的假
货越来越多，是因为它们在
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

就像雾霾的产生，根源在于
那些大小不等的有毒有害颗
粒被生产出来，气象条件只
是外在的一个促成因素。雾霾
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风，打击
制假售假当然也不能纯粹依
靠电商的技术手段。马云为此
开出的方子，事实证明也是对
症的。治理酒驾靠的是全社会
各个层面共同努力，形成共
识，即通过法律的手段彻底根
除这一交通恶疾，打击制假售
假也应如此。

尽管马云提出的卖一件
假货拘7天等法律措施有些
把立法执法想简单了，但是
从世界范围来看，打击制假
售假需要法律法规的猛药。
以美国为例，针对制假售假，
美国不仅法规众多，而且规
定特别严谨细致，对每个环
节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十分清
晰，这就织就了一张无法逃

脱的恢恢法网。更关键的是
惩治力度特别大，制假售假
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
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
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因
假货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
会被终身监禁。而对于公司
处罚就更加严厉，罚金高达
1500万美元——— 不止倾家荡
产，甚至会家破人亡。

相比之下，在打击制假
售假上我们的法律法规还有
很大的操作空间。制假售假
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实质上就是某种程度的放任
和纵容。沉疴用猛药。现在对
于制假售假问题的热议、马
云的呼吁都让我们对于未来
治理假货的前景充满希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
万木春。”相信只要找对病
根、开对方子，制假售假的痼
疾必定药到病除。

且莫高估“诚信面馆”的价值

□晏扬

因为人手不够，2002年，
刘霞和丈夫在四川仁寿县龙
正镇开了一家“没有收银员、
顾客自助给钱”的诚信面馆。
15年来，刘霞夫妇虽然收到
过假钱、残币，但这种情况很
少，基本上没人不付账。至于
忘了付钱几天后再来补上的
情况，“数都数不清有多少次
了”。

与之前媒体报道的“诚
信商店”、“诚信菜摊”一样，
刘霞夫妇的“诚信面馆”也在
舆论场赢得一片赞叹声，有
人认为这是诚信范本、诚信
教案，有人认为它传播着诚
信暖流、结出了诚信之花。笔
者认为，“诚信面馆”的确具
有正能量的意味，但也不要

过度阐释或过分拔高它的意
义。因为，这种建立在道德自
觉上的诚信，总让人觉得不
可靠、不踏实。

“诚信面馆”的食客之所
以能自觉付账，其实有许多
客观因素。其一，这是一家开
在小镇上的面馆，大多数食
客要么是熟人，要么是常客，
大家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
低头见。也就是说，这家面馆
处于熟人社会中，这本身就
具有无形的道德约束力。其
二，这家面馆的营业面积很
小，只有4张桌子，虽然没有
专门的收银员，但食客付没
付钱以及付了多少钱，其实
都在店主的眼皮子底下，这
同样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其三，这家面馆一碗面只卖
几元、十几元钱，谁会为了占
这点小便宜，费尽心机与店
主“斗智斗勇”并且落下不好
的名声呢？

反过来说，试想，如果这
家面馆开在车站附近，食客
大多是来往的旅客；如果这
家面馆营业面积很大，食客
给没给钱店主根本看不过
来；如果这是一家高档餐饮
店，或是卖高档商品的店
铺……那么消费者还会人人
自觉付账吗？不大可能，必有
不少消费者选择“逃单”，同
时，也没有哪个店主敢这样
做。实际上，媒体曾报道过石
家庄市一家“诚信商店”遭遇
的尴尬：营业一个半月，店内
就丢失钱物400元。

笔者无意否定“诚信面
馆”的价值，只是认为，以目
前社会诚信水平，“诚信面
馆”里发生的故事并没有普
遍价值，不足以成为范本和
教案，更不足以表征社会的
道德水准。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
人们的道德、诚信都是分上

中下的；即使同一个人，在不
同环境下、面对不同的诱惑，
其道德和诚信表现也会不同。
面对较小的利益诱惑时能够
讲诚信，面对较大的利益诱惑
时不讲诚信；有外在约束时能
够讲诚信，没有外在约束时便
抛弃诚信，这是普遍的社会现
实，也是大多数人真实的诚信
和道德水平。

自私自利是人性的一大
弱点，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加
强诚信建设。但诚信建设不
能靠道德自觉，不能无视人
性的自私，而应该正视并且
针对人性自私，建立起约束
和惩戒机制，让每个人不敢
损人利己，不敢为所欲为。建
立在约束和惩戒基础上的诚
信，远比建立在道德自觉上
的诚信更可靠，更让人觉得
踏实。

□王昱

有媒体日前报道，广州某私立
学校的一个电子屏播放的招生广
告公开宣称，“本校只招收父母是
本科以上学历之家长”。意思说，只
有父母都是本科以上学历的孩子，
才符合招生条件。

新闻一出，很多论者立刻义愤
填膺，搬出《义务教育法》来，指责该
校侵犯了父母低学历的孩子的受
教育权。

其实，这种批评完全把板子打
错了地方，私立学校本就与公立学
校属于不同系统，掏钱办学的是学
校经营者而非纳税人，校方为招生
设置什么标准，公众说了不算。事
实上，美国大多数私立学校对家长
的学历、财产往往更详细而严格。

这则新闻真正值得关注之处，
是它显示出中国的教育市场已出现
了美式的阶层化趋势，一些精英阶
层的家长开始谋求在阶层内“抱团”，
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本阶层“独占”的
教育服务。而教育阶层化的后果是
非常严重的，因为教育本就是各阶
层间人员相互流动的最后通道，教
育的阶层化将意味着阶层的固化。

那么，怎样防止或者减缓教育
的阶层化？指责私立学校不仅不占
理。因为，精英阶层需要这种特别
的教育服务，这家不提供他们会找
别家，国内不提供他们会送孩子去
国外。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督促
公立学校提升教育水平，平均教育
资源。

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我国
的公立学校做得很不好。近些年
来，中国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有很
大提升，但发展并不均衡，少数“好
学校”占有了过多的教育资源，而
校际之间的师资流动则近乎停滞。
那些一骑绝尘的“名校”，虽然不要
求家长有啥学历，却通过户口、学
区房等隐性门槛，成了公立学校中
的“贵族学校”、“精英学校”。

所以，私立小学说了句“病句”，
但真正该吃药的却是公立学校。面
对汹汹而来的教育阶层化，应该劝
中国的公立学校们一句：就别陪着
私立学校一起“掐尖”了，履行一下
你们应尽的“兜底”义务吧！

私立学校说病句
公立学校该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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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税征收要考虑到家庭
生计的情况时，这一税种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家税”了。
一般地说，家庭的经济活动并
不是按月平均分配的，按年征
收个税，可以使纳税人更合理
地考虑家庭支出，再按照家庭
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扣税标
准，能够使纳税人更直接地享
受到个税改革红利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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