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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7 月 11 日 A27 版

《分数线女高男低 律
师申请信息公开》（记
者：魏铭言）一文，第 1
栏第 2 段最后一句“教
育部应在收到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后 15 日内
给出回复”中，“15 日”
应为“15个工作日”。

【解释说明】
2012 年 6 月 12 日

A10 版 刊 登 的《刘 洋
鸽子飞机相撞冷静排
险》一文的第三、四小
标 题 ，部 分 内 容 引 用
自《环 球 飞 行》杂 志
2010 年第 9 期《第七批
女飞行员刘洋 - 我出
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
年》（自述/刘洋 文字
整理/肖邦振 李涛），
特此说明。

■ 社论

“个税超收”说明还有减税空间
去年个税大幅增收，期待有关方面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按家庭征收个税，让税制和税率更加合理、公平。

财政部昨日消息显示，
2011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
51327.3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1.9% ，其 中 个 人 所 得 税
3633.0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6.4%，主要原因是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超
过预计。

居民收入增加了，个税
收入自然也会水涨船高。不
过，即便是经过了去年的个
税起征点调整，减税让利，但
事实证明，个税收入增幅最
终还是跑赢了居民收入。如
何改变多年来“减税难减负”
的局面，如何提振民众信心
和国内消费市场，看来在“减
税”方面还有空间。

去年，个税起征点调整到
了3500元，但个税收入增速

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势头，并
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统
计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增
长14.1%。剔除价格因素影
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8.4%。

根据财政部门的数据，
2010 年 中 央 个 税 收 入 为
2902.85亿元，去年是3633.07
亿元，实际增收 25.2%；2010
年全国个税收入 4837.17 亿
元，去年是 6054.09 亿元，同
比增长也是25.2%。

由此可以看出，去年个
税收入增速相当于居民名
义收入增速的近两倍、实际
增速的3倍左右。

在这样大幅度减税的
政策背景下，去年个税仍然

大幅增收，不但远远高于居
民的收入增速，也高于之前
没有出台减税政策的正常
年份。这说明，很多居民的
个税负担相对并没有减轻。

还记得，去年4月份，财
政部曾经预计，如果个税起
征点调整到3000元，财政收
入将减收 1200 亿元；后来，
个税起征点实际调整到了
3500 元，那么，财政预计减
收肯定不止 1200 亿元。这
样算下来，如果没有个税减
税政策，去年的个税增速或
许会突破30%。

这并不是说个税收入应
该不增长，或负增长，而是
说，个税收入增长应该和居
民收入增长基本保持同步。
如果个税收入增长过快，也

就意味着，居民的负担也在
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

当然，个税收入增速高
于居民收入增速，会不会是
因为纳税人数增加所致？
可是，去年 6 月 30 日，财政
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表
示，个税法修改后，纳税人
数 由 约 8400 万 人 减 至 约
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有约
6000 万人不需要缴纳个人
所得税。去年最后一个季
度，即便纳税人基数有所增
加，恐怕也不会贡献太多。
所以说，去年个税增收的主
力还是既有的纳税人群，尤
其是中产阶层。

现在，国内经济形势面
临复杂局面，居民增收也非
常不易。提振内需的一个

方面就是让国与民之间的
财富分配结构更加合理，改
变目前财政收入增速过快
的趋势。财政少收一分钱
的税，民众就多一分钱可
花，反之亦然。要扩大内
需、刺激消费，没有比这更
简单的公式了。而当下，靠
大规模投资和刺激房地产
泡沫实现“稳增长”并不可
行，那么继续减税或许是最
优选项之一。

期待有关方面对此进
行评估，进一步提高个税起
征点、逐步推行按家庭征收
个税，让税制和税率更加合
理、公平。通过减税，让利
于民，藏富于民，让老百姓
有更多的钱可花，拉动消费
就水到渠成。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近日，广州市政府各部门公
开“三公”经费，城管部门因

“一年出国出境 10 地，花费
114 万元”受到舆论质疑。
广州城管局在其官方网站
对此进行了说明，而该局
行政执法处工作人员窦勇
以“城管小窦”的微博，晒
出了自己此前在香港考察
的报告《香港的“城管”与
小贩》，并且详细解释了此
事的背景。

广州市城管局面对舆
论质疑进行回应的态度，值
得肯定。不过，该局在官方
网站上的说明，还是显得有
些单薄与粗略，只是公开了

出国出境考察批次、考察人
数、考察天数及分项费用，
远没有“城管小窦”以个人
名义公开的详细。在“城
管小窦”的报告中，详尽列
出了考察具体时间、地点、
内容等，这应该成为政府
部门回应“出国考察”质疑
的范本。

“城管小窦”的报告公
布之后，很多网友仍在质
疑，其报告摘引网上信息的
内容较多，这样一份报告似
乎不值得出境考察。“城管
小窦”的香港考察，是不是

“走马观花”、属不属于浪
费，现在还难下定论，但至
少有了这样的公开和互动，

公众的监督就有明确指向。
像广州城管这样，一开

始笼统性公开“三公”经费
的，仍是普遍现象。民众很
难从这些抽象的数据中，判
断该不该出国、各项费用支
出是否合理。如果没有详
细的报告和解释，就难以从
根本上消除民众的重重疑
窦。从这个意义出发，“城
管小窦”公开出境考察报
告，为政府部门回应质疑提
供了借鉴与样本。

应该说，“三公”公开走
到今天，是法治政府和透明
政府建设的一大进步。但
是，接下来“三公”公开能否
走向深入，并且让公开更有

意义和价值，要看公开之后
政府部门与民众的互动。

事实证明，“城管小窦”
晒考察报告式的回应，是有
利于民众监督的。只有公
开到这种程度，民众才能

“看懂”考察的目的和效果，
才能判断有没有浪费。正
如很多网友所指出的，很多
在网上搜索权威资料可以
解决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
费人费钱去境外考察。因
而，因公出国（境）考察，仍
有进一步规范的必要。

就 在 昨 日 ，北 京 公 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
市因公出国（境）培训工作
的意见》，进一步严控借因

公出国、出境培训名义旅
游，规定在外培训总日程的
三分之二，应用来学习或考
察，公款旅游的费用将由个
人买单等。

因公出国考察，此前并
非没有规定，之所以会出现
很多违规现象，关键还是
监督能否到位。北京的这
些新规今后能否得到严格
遵守，如何保证出国人员
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或考
察，最好的监督办法，就是
要求所有出国考察像“城管
小窦”一样，公开考察详情
和报告。

□燕农（大学教师）
相关报道见A10版

■ 观察家

公开考察报告，才知出国考察值不值
“城管小窦”公开报告，详尽列出了考察时间、地点、内容等，这应成为政府部门回应质疑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