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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解读

税收增速趋缓并非坏事
经济形势正在放缓，经济转型的阵痛已经不可避免；不限于税收增速的被动回落，中国应该拿出更大的勇气，实施大

减税计划。

高税收正严重阻碍着
中国经济的正常转型，结束
过往的高增长，让利于民间
显得尤为迫切。新近发布
的财税数据显示，一季度全
国税收高达 2.5 万亿元，同
比增长10.3%。较之去年一
季度高达 32.4%的增速，同
比回落了22.1个百分点，创
出三年来最低。

表面上看，这似乎预示
着税收增长开始迈向常态，若
考虑到目前经济急速放缓的
现实，眼下的税收增长并非政
策主动减税之效，而是出于经
济低迷下的被动结果。

一季度 GDP 增速滑落
至8.1%，房地产交易依然未
见活跃迹象，导致增值税、消
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等主体税种大面积减收。所
以，此次税收增长回落不会

形成趋势，只要经济稍有起
色，而系统性减税政策未出
台，税收又会重拾过往的动
辄20%以上的高增长状态。

况且，以一季度2.5万亿
的税收总量推算，今年税收
收入和财政收入都能够很轻
松地穿越“十万亿元”大关。

实际上，税收高增长不
见得是什么好事情，现在的
税收增长趋缓也未必是坏事
情。正是由于过去十年的税
收增长过于迅速，使得政府
和国企等公共部门的手头过
于宽松，甚至钱多了没处花，
到年底不得不突击花钱的事
情并不鲜见，这也助长了“三
公”经费的迭创新高，财政支
出始终处于高位。

如果从现在开始，通过
实施大面积减税的政策，结
束税收的高增长，不仅仅能

够让民众和企业有更多的
资金用于消费，或者从事再
生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
够勒住公共部门花费无度
的顽疾，让他们被动地和过
往的奢华日子说再见。就
此而言，税收进入低增长，
可谓好事一件。当下，经济
形势正在放缓，经济转型的
阵痛已经不可避免，这个时
候更加需要公共部门学会
过“紧日子”，不必要的开支
需乘机缩减。

不限于税收增速的被
动回落，中国应该拿出更大
的勇气，实施大减税计划，
才能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
主动性税收减少。毕竟，如
今的高额税负，早已经让中
国民众和企业不堪承受。

近些年，造成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不断陷入僵局，民

众的消费需求也难以真正
启动，很大程度上与税收高
增长，不断与民争利密切相
关。经济学家许小年通过
实地调研披露，若严格依法
纳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主
都无法生存下去。

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
了如今的企业经营之难。
而且，更多的地方政府在加
强征管的方式，以应付部分
税种的“减税”给他们带来
的“增收”压力，很多企业合
理避（逃）税之路被截断，导
致企业实际税负增加而叫
苦不迭。在这样的减税逻
辑之下，中小企业的税负，
只怕一定比以前还难受。

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
非税收入为4118亿元，同比
增 加 1432 亿 元 ，增 长
53.3%。虽然从绝对数字上

看并不算是一个庞大的量，
但是高达53.3%的增速着实
让人惊讶。行政事业性收
费、罚没收入等的高速增
长，更加佐证了税务部门在
税收之外，企图进一步拓宽
收入来源。

当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是以担忧税收增长放缓的
名义，想借此诱导重启房地
产引擎，重复过往的信贷刺
激模式。该模式的苦果已
经让今日中国经济始终难
以走出困局，若再度陷入其
中，只怕今后更加艰难的经
济困境，会在不远的地方等
着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
税收的回落，而置三年多的
宏观调控成果于不顾。况
且，税收增长回落未见得是
坏事情。

□倪金节（财经作家）

●用铬革边屑料制取
并用于食品中的“高铬明
胶”曾是一项“专利发明”；
这 份 专 利 的 标 号 为
98112702.9，其介绍称可广
泛用于皮冻、奶糖、明胶啫
喱糖、棉花糖、冰淇淋、酸
奶、火腿肠、医药胶丸、医
药胶囊、酒类及酱油等产
品中。

据《东方早报》
短评：科技就是让我

们吃遍元素周期表？

●杭州市一蜜饯批发
商称，辅料肯定要超标的，
不超标不好吃的，甜蜜素
要 放 进 去 ，放 得 少 不 好
吃。有超市工作人员还透
露，这蜜饯本地人是不吃
的。一些蜜饯加工厂生产
环境肮脏不堪，尽管是这
样的生产环境，几乎每家
蜜饯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
外包装上，都印着QS的食
品安全标志。

据CCTV
短评：请专家解答，这

样的蜜饯每天吃几颗对身
体无害？

●在暴露出“开宝马
车住保障房”等多起保障
房分配丑闻之后，深圳对
保障房弄虚作假已经“零
容忍”了。深圳市要求“双
限房”的中签申请人及候
补申请人缴纳 8 万元的申
购保证金，对于弄虚作假
者，申购保证金将被全数
罚没，并将依法严惩。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短评：只怕“刑不上

大夫”。

●国家民航局 16 日
已向行业内发出一份有关
两起旅客擅自进入机坪事
件的通报。其中提及，由
于深航对长时间延误航班
处置不当，建议暂停该公
司运营的涉事航线。

据《东方早报》
短评：航空公司如何

制止乘客拦飞机，“处置
不 当 ”是 指 对 乘 客 赔 偿
1000元？

●为稳定五一节前的
市场物价，宁夏自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在全区范围
内实行牛肉、羊肉和蔬菜
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对牛、
羊肉实行定点限量限价销
售，27种蔬菜限价销售。

据新华社电
短评：限价同时莫忘

保质。

●奢侈品往年在七八
月出现的涨价潮今年提前
到 了 4 月 。 奢 侈 品 牌
LouisVuitton 将 在 月 底 全
线 提 价 3%-5% ，
CARTIER 方面也表示

“肯定会涨”。事实上在此
前，DIOR、CHANEL 和
CELINE 等已经进行了
一轮涨价。

据《新快报》
短评：有刚需就有涨价。

栏目主持人：灰常

■ 一家之言

部门标准“打架”
是否利益“打架”？

农业部关于农药使用的
禁令、与卫生部规定的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之间的标准
不一。以立顿花茶被检测
出的农药灭多威为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1586 号公告》规定是违禁农
药，但在卫生部颁布的标准
中 规 定 最 大 残 留 限 量 为
3mg/kg，而欧盟最大残留限
量规定为 0.1mg/kg。（据4月
25日《第一财经日报》）

部门标准“打架”的现象
举不胜举，比如，不久前引
发广泛关注的“螺旋藻片超
标事件”，就暴露出检测标
准不同，认监委与药监局在

“打架”。再如，有报道称，
同样是黄花菜，卫生部门与
农业部门、质检部门的规定
标准就不一样。尽管《食品
安全法》早就实施了，但立
顿“农药门”说明食品相关
标准仍然在“打架”。

《食品安全法》2009 年 6
月 1 日施行前后，有报道曾
指出，新法明确了统一制
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
则，即卫生部门对现行的
食 用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标
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
量标准等予以整合，统一
公 布 为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很多人由此认为，食品
标准“打架”的时代从此终
结了。然而现在来看，之前
过于乐观了。

可以肯定的是，相关部
门在制定标准时或者在按自

己的标准操作时，基本是在
“闭门造车”，否则，就不会出
现标准 “打架”现象。而
且，在标准“打架”的背后，是
否存在部门利益“打架”也值
得追问。

每一个行业标准并不是
由独立、公正的机构制定
的，而是由相关部门牵头，
部门背后的行业协会、行业
企业在实际操作，必然要照
顾到部门利益、行业利益、
企业利益。当不同部门的
利益不一致时，标准“打架”
不可避免。

公众不是标准“打架”的
围观者，而是最大的受伤
者；如 果 不 以 公 众 利 益 为
重 ，而 是 以 部 门 利 益 为
重，相关部门同样也会在
标准“打架”中受伤——公
信力受损。所以，终结标
准“打架”，既需要相关部
门主动放弃部门利益，也
需要有关方面彻底治理标
准之乱。

尤其是，相关部门制定
行业标准的特权应受到制
约，比如，禁止部门私自制
定行业标准、部门标准，以
国家标准取代部门标准、行
业标准。在制定国家标准
时，不仅多个部门要参与，
更要让公众参与，也需要参
考其他国家标准，要以“开
门立法”的方式进行充分论
证。只有如此，才能以最严
格的标准保证食品安全。

□冯海宁（北京 媒体人）

■ 财经漫谭

改头换面?

相关部门制定行业标准的特权应受到制
约，比如，禁止部门私自制定行业标准、部门标
准，以国家标准取代部门标准、行业标准。

《羊城晚报》报道，上
海光明食品集团在去年
完成中国食品行业迄今
最大一笔海外并购案之
后，又被爆欲以 100 亿元
人民币收购英国第二大
早餐麦片品牌维他麦。
除了光明食品，国内食品
业巨头中粮、新希望、娃
哈哈等也纷纷觊觎“洋品
牌”。分析认为，国内食
品安全问题频出，消费者
丧失信心，通过海外并购
变身“洋企”，或是获得消
费者认可的“捷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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