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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2 月 15 日 B10 版

《全 球 首 只 人 民 币 黄
金 ETF 在港挂牌》（编
辑 ：常 菁 校 对 ：薛 京
宁）一 文 ，第 1 栏 第 4
行中提到的挂牌日期

“今天”应为“昨天（即
2 月 14 日）”。

【文字更正】
1.2 月 14 日 B09 版

《花炮销量下滑“内”
伤》（校对：杨许丽 编
辑：何晨曦）一文，第 1
栏第 3 段第 2 行及第 2
栏 第 4 段 第 2 行 中 的

“无度夸张”均应为“无
度扩张”。

2.2 月 15 日 C02 版
《人们为什么淡忘了聂
耳》（校对：刘苏 编辑：
涂志刚）一文，第 4栏第
2段第1行“与中国相聚
遥远”中，“相聚”应为

“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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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警惕税收过高增长影响经济转型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都有降低的空间。减税短期内可能会造成税收

增长放慢，但从长期而言，却改善了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

■ 观察家

“公共外交”助力，中美“路在脚下”
习近平“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比喻，重访20多年前曾居住过的房屋与房

东……这些细节不仅演绎着大国形象，也在演绎着两国友好发展的愿望与可能。

据报道，2月14日，在美
国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
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
说，中美要“坚持做朋友，做
伙伴”，“把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好”。在当日美国副总
统拜登和国务卿希拉里·克
林顿举行的欢迎午宴上，习
近平引用了《西游记》电视
剧的歌词，说中美关系“敢
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路在脚下”，阐释了
中美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的 关 系 ，它 直 观 ，有 感 染
力，传导了中美构建战略
互信的信息。记得 2010 年
奥巴马访华形容中美关系

时 ，引 用 了 孟 子 的 名 句 ，
“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
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
矣”，也令人印象深刻。奥
巴马的“路是走出来”的与
习近平的“路在脚下”，正
好 互 为 印 证 。 而 另 一 方
面，用通俗的、民族文化性
强的语言，显然也是“公共
外交”的手法之一。

中美关系早已经跨过
了单纯或单层次经济或贸
易关系，也已跨过了“硬实
力”层面上的外交，正在深
入到文化与制度的“软实
力”层面上。在这个层面
上，什么样的外交范式更能
说服公众、更能吸引公众的

好感与兴趣，成为一个新的
命题。

一直以来，美国政坛和
学界总有一种论调，认为崛
起的中国必然会以美国的
衰落为代价，宣扬“互害关
系”，其结果是在处理与中
国的关系时，不时有对抗和
猜疑之意。美国在西太平
洋和南中国海及南亚的一
些异常活动，就是这种思维
的体现。

不能不承认，多数战略
误判的根由，很大程度上受
其国内公众舆论与文化误
读的影响，民意与政治家之
间的“判断错位”，是造成国
与 国 关 系 不 稳 的 原 因 之

一。在这种环境下，以官方
主导的、能直通公众的外交
模式，愈发显得重要，这种
范式，也称为“公共外交”。

被 称 为“ 公 共 外 交 之
父”的美国学者埃德蒙·格
利恩称“公共外交”超越了
传统外交，其目标是在其
他国家培植舆论，推动两
国各类利益团体在体制外
互动。

美国前外交官员在描
绘这次 2 月 14 日“情人节”
会谈时称，这是中美之间

“情人的约会”，他们或爱，
或不爱，但至少这一天是约
会的对象。一定意义上说，

“情人节外交”，也是中美对

各自相对国家公众的“公共
外交”举措。

按照行程，2 月 15 日习
近平副主席将深入艾奥瓦
小镇，重访 20多年前曾居住
过的房屋与房东；2 月 16 日
将在洛杉矶会见学中文的
美国学生团，并在拜登陪同
下观战NBA篮球赛。

所 有 这 一 切 ，都 属 于
“公共外交”的范畴，这些活
动也是美国公众最想看到、
听到的新闻，这些新闻的背
后不仅演绎着大国形象，也
在演绎着两国发展的愿望
与可能。

□和静钧（学者）
相关报道见A04-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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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放体育场
“压力”在哪

据报道，一些学校在北
京市体育局公布的开放体
育场地公示名单上，却阳奉
阴违，在假期并未对外开
放 。 比 如 东 直 门 外 某 中
学，在刚过去的寒假里，篮
球 场 、操 场 一 直 被 闲 置 。
而周边居民严重缺乏公共
体育场地，几年前就听说
政府在推动学校体育场地
对外开放，一直期盼着身边
的中学能开放场地，却一直
不见动静。

有关部门推动政府机
关、学校等体育场地对外
开放时，赢得了市民普遍
的赞誉。这些场所的投资

“取之于民”，在节假日“用
之于民”，本来就是顺理成
章。但现在看来，“开放体

育场地”仅仅只是停留在
口头上。

从报道来看，仅仅责怪
学校不遵守规定也不够客
观，学校说的一些“苦衷”，
确实是现实问题，比如体
育场地设施的折旧、消耗、
管理的费用，有没有及时
到位的补贴；锻炼出现意
外事故责任如何分担等。
有关部门在推动学校开放
体育场地时，还应拿出细致
的配套政策，消除学校的后
顾之忧。

□陈国琴（职员）

送学生的“区间车”
不能说停就停

据《新京报》报道，新学
期开学，通州区马驹桥镇小
张湾小学、大杜社小学的
900 余名学生却没有了“班

车”。家长称，此前，由公交
927 路车队组成的“环行区
间车”每天接送孩子上下
学，但新学期这趟“区间车”
停驶了。

对此，927 路车队方表
示，停驶“区间车”因接到
通知，公交车不得作为学
生班车运营。但更直接的
原因，恐怕还是有家长要
求孩子必须有座位，车队
觉得运营成本太高而无法
接受。

“区间车”停了之后，公
交集团倒是甩掉了一块“心
病”，可孩子的上学路徒然
变得曲折而漫长起来。尽
管镇教委准备采取发放乘
车费补助、增加小公共汽车
等一系列措施来应对，但都
不及“区间车”安全、方便。

希 望 马 驹 桥 镇 政 府 、
教 委 能 尽 快 与 公 交 集 团
沟 通 、协 商 ，哪 怕 把 发 放

乘车费补助等的钱补贴给
公交公司，让孩子上学不
再难。

□赵华夏（编辑）

下楼倒垃圾
有那么难吗

据《新京报》报道，朝阳
区苹果社区物业准备撤掉
楼道内的垃圾桶，并准备对
业主进行入户调查。不少
业主认为此举会对居民倒
垃圾造成不便，同时担心影
响小区内的卫生。昨日，小
区物业表示将继续和业主
进行沟通。

记 得 从 2003 年 闹“ 非
典”那年起，北京所有楼道
内的垃圾道就都被“封死”
了，居民只能在下楼时将垃
圾捎到楼门外的塑料桶里，
这种倒垃圾的方式一直持

续到现在。也许我有些孤
陋寡闻，不论从朋友处还是
串门时，从没听说过楼道内
设置垃圾桶的。

现在，因苹果社区近一
个月内小区连续发生四起
楼内垃圾桶起火事件，物业
方面想撤除楼内的垃圾桶，
住户家中日常垃圾由住户
自行带至楼下，且人性化地
告知，行动不便的住户可告
知楼管，由保洁人员清理，
同时楼下垃圾桶由专人负
责，随到随清。可业主仍不

“买账”，反对撤除楼内的垃
圾桶。

我以为，既然物业是出
于防火的考虑，是为了保护
业主的安全，那业主不妨多
多支持，不能为了自己一点
便利，而酿成本可避免的事
故。下楼倒个垃圾，有那么
难吗？

□冯亚东(职员)

经济转型是“十二五”
的重要战略目标，不过，眼
下的财税高增长或许将掣
肘转型大计的实现。

财政部新近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
收入高达 8.9 万亿，同比增
长 22.6%，税收占 GDP 比重
超过 19%。其中，企业所得
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
重为18.7%，而在去年9月上
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
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
有所上升。

考虑到早些时候发布
的全年高达 10.4 万亿的财
政收入，且保持着近 25%的
高增长。人们不能不忧心，

如此的财政税收高增长模
式之下，会不会影响经济发
展顺利转型。

长 期 以 来 ，中 国 经 济
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进出
口，内需一直未能在 GDP
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
色，且消费占 GDP 比重在
近十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
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
费只占 GDP 的三分之一，
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
远 低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平 均
55%的水平。

未来五年，为了维持经
济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必
须顺利实现转型，走向主要
依赖内部需求、摆脱行政主

导的新路径，实现产业升级
和结构优化。

可是，税收的连年高增
长将会阻碍经济的顺利转
型。首先，税收的超常增
长，与 GDP 增速严重背离，
这深深地挫伤了民间资本
发展实业的激情，干扰了
中小企业的正常发展。本
来，畸形的金融体系和紧
缩的货币周期，让中小企
业的日子十分不易，再加
上高昂的税负，中小企业发
展乏力，将严重影响就业的
创造机制。

虽然对中小企业减税
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始
终成效不彰。以目前数量

在 1000 万家的小微企业为
例，过去两年减免的税收总
额每年也就在 300 亿左右，
减免额不到总税收的千分
之五。

就普通民众而言，税负
高也一直被诟病。最高达
45%的个人所得税率，让中
产阶层一直很难大规模成
型，再加上社保体系不够健
全，民众不得不将大部分的
收入用于教育、养老和医疗
方面，难以有更多的闲钱用
于日常的消费。

现实地看，要让多数民
众的消费需求提升，继续大
规模减税才是最佳之策。
若能将个人所得税率降低

一半，最低免征额再提升一
些，势必形成一笔巨大的收
入进入消费市场。同时，若
配以适当的收入分配改革，
中国内需潜力即可爆发出
巨大能量。

是 的 ，减 税 是 中 国 实
现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个人所得税等都有降低的
空间。虽然减税短期内可
能会造成税收增长放慢，
但从长期而言，却改善了
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居民
的实际收入。而这才是经
济转型、社会和谐发展的
基础。

相关报道见昨日B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