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时报》报道，高房价正改变中国
重男轻女的传统。在中国，儿子日益被看
成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竞争加剧，为
了娶到老婆，年轻男性必须省钱买房子才
结得了婚。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趋势增
加了在工厂打工的机会，女性的经济价值
和独立性都有所上升。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魏尚进日前撰文称，由于男多女少，中
国父母为儿子以后结婚攒钱，造成1990年
至2005年间中国储蓄率上升，这是导致全
球贸易失衡加剧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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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民生

个税“内在品质”亟待提升
现行制度注定了工薪阶层仍旧是个税的“主力阵容”，与“富人多交税，工薪少交税，

低收入者不交税”的个税基本征收原则和宗旨相背离。从国内个税“内在品质”来讲，与
先进个税制度设计相比，我们还显得相当“简陋”。

■ 楼市观察

■ 一家之言

煤老板为何“炫富”难
舆论民意的指责、地方政府的压力，其根本缘由在于煤老板的财富暗存“灰色”。地

方政府与其今日“道德劝诫”，不如对往日部分不合规操作，进行深刻反思和及时纠错。

■ 财经漫谭

4 月 11 日，国家税务总
局所得税司巡视员卢云表
示，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发展
不平衡，城乡收入存在较大
差距，个人所得税 3500 元费
用减除标准是综合各方面因
素后，经过正式立法确定的，
基本符合当前实际情况。（据

《新京报》）
“个税 3500 元起征符合

国情”，言下之意无非是想告
诉人们，个税起征点是基于
综合各方面因素，既符合我
国国情，也符合现有税收征
管实际。

果真如此吗？笔者以
为，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中
国 税 制 转 型 发 展 的 未 来
趋势。

一个必须看到的全局
性事实是，虽然提高个税免
征额后，缴纳个税的人数大
幅度减少，但现行制度注定
了工薪阶层仍旧是个税的

“主力阵容”。而对于高收
入阶层来讲，目前在工资薪
酬方面节省个税成本的渠
道，主要有通过福利减少名
义工资、分摊发放工资以及
尽量采用年终奖金的方式

等；还有，由于现行个税中
工 薪 收 入 最 高 档 税 率 是
45%，高于其他所有收入种
类的适用税率，因此，对于
企业高管来说，把工薪收入
转换为其他收入就能获得
较低的税率。很显然，这样
的税收结构，与“富人多交
税，工薪少交税，低收入者
不交税”的个税基本征收原
则和宗旨相背离。

而从国内个税“内在品
质”来讲，与先进个税制度
设计相比，我们还显得相当

“简陋”。比如，香港个税缴

纳制度，不仅免征额达到每
年 108000 港元，而且已婚人
士还可以根据家庭负担得
到很大额度的减免，此外，
有了子女之后，又能增加
50000 港元的免征额。如此
一来，年收入 100 万港元以
上的 8.4 万人，承担了个税
总额的 62.06%。让中等收
入者少缴个税，设立人性化
的扣除额，公平的个税制度
就应该这样。而在这方面，
我们总在讲“时机不成熟”，
征管条件达不到，以至于家
庭综合税制始终停留在理

论上。
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

近年来，不管是税务部门的
官员，还是一些税务专家，
没有把时间与精力集中在
税收制度架构上，比如个税
家庭综合税制，如何实现突
破，个税起征点如何因地制
宜地与物价挂起钩来等，而
每当在新闻中见到他们发
出 声 音 时 ，多 是“ 老 调 重
弹”，譬如，3500 元起征点符
合国情、民众实际税负不高
等等。

□吴睿鸫（河北 职员）

据媒体报道，在煤老板
邢利斌 7000 万嫁女引发舆
论哗然后，为平息此次事件
带来的负面影响，“道德劝
诫”被当地政府再次祭出
——4 月 10 日，山西省吕梁
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
委员会、吕梁市工商业联合
会出台《关于对全市非公经
济企业家的三点要求》，明
确要求企业家树立正确的
利益观、财富观，不炫富、不
摆阔、不挥霍，把资本积累
用于扩大再生产，倾心回报
社会、回报人民。

而据《第一财经日报》
报道，“邢利斌7000万嫁女”
事件一出，甚至引起山西省
高层的动怒，因而上述要求
主要是根据吕梁市委的意
思所制定。

这令人诧异，民营企业
家通过创造财富，继而享用
财富，无论高调与否均无可
厚非，这在成熟市场经济体
中，某种程度上甚至会相对
肯定，因为这对无数创业者
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旁观
欧美、港台富人的豪华婚
礼，我们很难发现有如此大
的舆论抵触，绝大多数民意
对此的反应是，“羡慕者”居
多、“嫉妒者”居少、而“恨
者”则更是极少。

但此番煤老板 7000 万
嫁女，为何会引起舆论哗
然，地方政府又为何如此上
纲上线呢？

实际上，舆论民意的指
责、地方政府的压力，其根
本缘由在于煤老板的财富
暗存“灰色”。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民资大规模进入煤
炭业后，大多数民资均为

“白菜价”买入、一转眼即升
值为“白金价”——“低买高
卖”作为生意人的精明眼
光，其本身并无可指责之
处。但是，在大多数煤矿改
制过程中，普遍存在资产评
估不规范、重开采轻治理、
公权力暗股参杂其中等不
合规、甚至违法行为，而这
才是造成当下煤老板一举
一动都备受关注、当地政府
频频“道德劝诫”的根本原
因所在。

与煤老板相比，我们可
以发现，民意对科技新贵、
创业娇子、甚至娱乐明星的
炫富，并没有如此巨大的抵
触情绪。这是因为，与煤老
板的财富可能暗存“灰色”

相比，其他绝大多数创富群
体的财富要相对“清白”许
多。民意对煤老板的针对
性“仇富”、政府对煤老板的
针对性“劝诫”，其内在逻辑
实际隐含着“灰色的财富，只
应享有灰色的人生”。但是，
这显然又带来道德苛求的不
公平，因为我们不排除部分
煤老板的财富是清白的。

面对舆论哗然，地方政
府与其今日“道德劝诫”，不
如对往日部分不合规操作，
进 行 深 刻 反 思 和 及 时 纠
错。此外，即使因时过境
迁，只能无奈对之默认，亦
必须相对加大资源税征收
力度、相对控制煤炭资源的
开采力度、以及相对强化开
采后的环境整治。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

首套房“民生
文章”不妨做足

首套房贷款利率 8.5 折
优惠再现市场。目前中国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
银行、招商银行、汇丰银行、
花旗银行等在北京地区可
以有条件地实行首套房贷
8.5折优惠。（据《新京报》）

首套房贷款出现 8.5 折
利率，以贷款100万元20年为
例，据计算总利息可减少 15
万元左右。这对首次购房者
而言，减轻了不少压力。这一
优惠之所以“重现江湖”，主要
是因为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两
次下调，银行资金比较充裕；
其次是房价降利率也应该降，
否则，房价就是“白降”，因为
购房成本没有减轻；再者，符
合央行、住建部“优先保证
首套房贷”的相关要求。

毫 无 疑 问 ，首 套 房 是
“民生房”而非“投资房”；宏
观调控剑指高房价的最终
目的还是改善民生。因此，
在任何情况下，首套房都应
该享受政策优惠。要想做
足首套房的“民生文章”，除
了要在制度上保障首套房
贷款正常发放、确定合理的
贷款比例和优惠利率，还要
在税收政策上照顾首套房。

不过，做足首套房“民生
文章”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
必须对“首套房”进行严格审
查，防止某些人钻漏洞。另一
个，则是在房价没有回归到
合理价位之前，宏观调控的
高压态势不能有丝毫松动。

我们要意识到，目前首
套房贷款利率优惠“重现江
湖”，无论是优惠到 8.5 折，
还是最后优惠到 7 折利率，
并不是商业银行在发善心，
主要是因为银行资金最近比
较充裕。也就是说，首套房
贷款利率优惠还存在很多变
数，有可能调高，有可能调
低。笔者建议，首套房贷款
不妨用制度来保障，对二套
房以及二套以上的投资性房
产，可以按市场利率操作。

□冯海宁（北京 媒体人）

●索尼公司正式宣
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
1 万人，约占其全部员工
的 6%。索尼 CEO 平井一
夫在索尼东京总部的新
闻发布会上称，“索尼将
作出改变。”公司计划在
医疗和其他领域寻找并
购和其他战略投资机会。

据腾讯网
短评：每个公司都这样，

一说要改变，就先拿员工开刀。

●全球主要城市居
民购买一处 100 平米高档
住宅所需的工作年限分
别是多少？英国地产经
纪商的报告显示：孟买人
需要 308 年，上海人需要
233 年，莫斯科人需要 144
年。新加坡和纽约人则
分别需要43年和48年。

据《新京报》
短评：难怪俄罗斯、印度

和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

●“自油价上调以来，
我每个月支出至少要多
600 元，这样下去，真受不
了。”的哥刘师傅表示。油
价运价多年来同步飙涨，
但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
却岿然不动。发改委专家
董焰直言，“都是利益集团
有关的人在经营，他们是
坐地收钱，不可能降。”

据《第一财经日报》
短评：发改委反垄断

局能管不？

●因政府财政赤字
严重，乌兹别克斯坦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日前收
到了一群塞尔维亚小鸡
作 为 他 们 工 资 的 一 部
分。当局表示，该做法很
成功，他们还将在其他地
区推广这项举措。此外，
他们还在考虑用乌克兰
小牛来代替政府津贴。

据中新网
短评：主业公务员，

副业饲养员。

●宝钢几年前曾不
惜斥资 140 多亿元，购买
了全球所谓“最先进”的
COREX 炼铁工艺项目。
但几年运作下来，项目一
直处于亏损状态，宝钢计
划将其卖给新疆八一钢
铁集团。钢铁行业权威
专家称，“20 年前我就反
对引进这个项目，这个工
艺是非常不成熟的。”

据《第一财经日报》
短评：国企勇当小白

鼠，大把钞票慷慨花。你
要问他图点啥？反正领
导同意啦。

●为了确保价格总
体稳定，国家有关部门近
日约谈饮料、奶业、糖业、
酒业等 17 家行业协会。
一家被约谈的大型食用
油企业透露，已经被要求

“暂缓涨价两个月”。
据《每日经济新闻》

短评：这两个月先囤
点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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