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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11 月 16 日 B07

版《星河湾出产高端白
酒贵过茅台》（校对：薛
京 宁 编 辑 ：徐 超）一
文，第 2 栏倒数第 1 行
至第 3 栏第 1 行“各种
迹象表面”中，“表面”
应为“表明”。

2.11 月 16 日 C16
版《十二生肖》（校对：
庄文湄 编辑：李莺）一
节，第 2 段第 7、8 行“使
劲浑身解数”中，“使
劲”应为“使尽”。

■ 社论

又到“突击花钱”时 财政改革须加快
推进财政改革最大的政治勇气就在于适应纳税人的要求，在未来3-5年内全面实现各级财政收支的公开透明化。

■ 观察家

未成年人该不该
缴养老保险？

■ 来论

16岁缴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该不
该交，而在于该不该允许“未成年工”的存在。

酒驾能否当公务员，应公平对待

今年以来，温州党员
干部因酒驾共被处理 50多
起。但同样性质的酒驾行
为，有的可能被记大过或
降 级 ，有 的 却 直 接 开 除
了。为规范酒驾处理，温
州市近日出台《党员干部
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处分办
法(试行)》，对干部酒驾的
四种情形，分别设置了处
罚条款。

细看温州的规定，公
务员酒驾将被处理，但除
非情节特别严重，一般不
会开除出公务员队伍。

前段时间，网络上热
炒酒驾可能导致不能当
公务员等问题，相关政府
部 门 也 证 实 传 言 不 虚 。
公务人员作为特殊群体，
理应是守法典范，因此严
把录用关口，将是否酒驾

当 作 审 查 内 容 ，确 无 不
可。不过由此引出的问
题则是，既然公务员酒驾
后，大部分还能继续当公
务员，平民酒驾为何不能
当公务员？

温州以及一些地方能
对公务员酒驾进行处理，
算是很不 错 了 ，而 在 更
多 地 方 ，公 务 员 酒 驾 被
治安处罚后，将有什么党
纪 政 纪 处 分 ，许 多 地 方
并 没 有 相 关 规 定 ，也 就
是 说 ，公 务 员 酒 驾 的 处
理 和 普 通 人 无 异 ，罚款
或拘留了事，不会影响到
自己的饭碗。

这种对于公务员酒驾
的宽容，可能是因为有关
部门认为，人孰无过，如果
因为一个小小的人生污
点，而不给这个人改过重

来的机会，将有失制度的
人性化。据此，它们对对
情节轻微的公务员酒驾行
为 ，采 取 有 限 的 宽 容 态
度。但是，这样的宽容应
当是一种平等对待，不能
说当上公务员后就有豁免
权，而只对考公务员的人
严苛要求。

对 公 务 员 酒 驾 的 有
限宽容，这样的标准为何
不能应涵盖那些通过了公
考的“准公务员”？对于酒
驾情节严重的，要严把关
口，不得招入公务员队伍，
而对于酒驾情节轻微，知错
就改的，不妨只是记录在
案，供今后参考，给他一个
机会。如此内外统一，才算
得上公平。

□国华（职员）

据报道，近日，天津市
颁布了一个“调整完善社会
保险”的“意见”，其中规定：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将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初始参保年龄由现在的 18
周岁调整为 16 周岁。此前
早已有多个省份全部或部
分开始“试点”此项政策。

有专家表示：从法律层
面来看，16 周岁开始缴纳养
老 保 险 并 不 存 在 违 法 嫌
疑。16 周岁的居民已经具
有民事行为能力，属于合法
的就业者，而且“此举主要
是考虑到农民个人账户的
积累筹资偏低，考虑到农民
今后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只
要农民愿意给孩子缴，上述
措施是可推广的”。有专家
更认为，如有劳动合同，符
合法律要求，就可以推广。

社会保险，应该是与劳
动、与职业、与工作岗位相
关的，在美国关于社会保障
的分类中，直接就将其定义
为“与职业相关的社会保
障”。所以，“只要是农民愿
意给孩子缴，上述措施是可
以推广的”的说法是不合适
的。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
险，如果是商业保险，从孩
子一出生父母就买上一份，
完全没有问题。社会保险
是劳动者的权利，应该通过
自己缴费来获得相关的资
格和待遇。

查看世界不少国家有
关社会养老保险的法规，都
规定了法定的参加养老保
险的起始年龄，一般与“法
定劳动年龄”相一致。但
是，我们的《社会保险法》没
有这样的规定。

那么，16 岁是不是可以
作为“法定劳动年龄”？

我国的《劳动法》是有
关于劳动年龄的规定的，但
经过了“技术处理”。这就
是，规定十六周岁为“最低就
业年龄”，但同时又有“年满
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
动者”为“未成年工”的规
定。这是因为《未成年人保
护法》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
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
民。”所以来了个模棱两可。

但是，说十六岁还处于
《劳动法》特别保护阶段的
“未成年工”就具有“完全”
的民事行为能力可能是不
合适的。所以说，关于“未
成年工”的规定值得商榷。
这样的规定导致一个尴尬：
如果允许满 16 周岁的未成
年工就业，同时却不给他们
参加养老保险的权利，这对
他们不公平。所以，16 岁缴
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不在
于该不该交，而在于该不该
允许“未成年工”的存在。
实际上，按照国际通行的做
法，“童工”的标准就是指 18
岁以下。从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计，应当考虑把童工的
标准提高，不再继续容忍

“未成年工”的存在。现在
反而让他们和成年人一样
缴纳养老保险，似乎不妥。

16 岁缴纳养老保险，这
样做也并不符合十八大提
出的社会保障要“增强公平
性”的原则，因为选择十六
岁就参保的，大多数是父母
有财力并“愿意给孩子缴”
的，其结果容易造成“马太
效应”，扩大贫富差距。

□唐钧（学者）

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
显示，1-10 月累计，全国财
政收入突破10万亿，财政支
出92736亿元。今年初的财
政收支预算草案报告显示，
今年全国财政支出 124300
亿元，增长 14.1%。按该预
算，今年最后两个月将突击
花钱超3万亿。

每到年底，财政突击花
钱的新闻便出来一次。年
终两月花 3 万亿，平均每月
超1.5万亿，这比前十个月每
月的支出要高出50%以上。

财政年终集中支出，源
于当前的财政体制，核心问
题在于财政收支的“错配”。
财政收入长期高速增长，远
超过 GDP 与城乡居民收入
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以支
定支”（今年支出多了，明年

的支出才能在今年基础上增
加），于是突击花钱成为惯
例。如何改变这一格局？需
要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

最基本的问题是，是否
需要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增
长速度？过高的财政增长
速度，已经加大了企业和居
民税收负担。回顾今年，不
少地方政府大叫财政紧张，
以至于出现很多突击征税、
加强罚款等做法。地方政
府需要如此高的收入，无非
是几个方面的主要支出，一
是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二
是支付应该由政府承担的
社会公共服务等账单；三是
用于项目建设。除了第二
部分是需要加大支出的，恐
怕政府自身开支方面，比如
三公经费，仍然有很大压缩

空间；在项目建设上，财政
也有大量的退出余地。

因此，我们看到，财政
收入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
不太合理的支出结构上。
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对政府
财政增长速度下降反应过
度，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仍
然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不
仅不能发挥财政的逆向调
节作用，反而会放大经济波
动的幅度。

不合理的收入增长助
长了不合理的财政支出。
有了较高的财政收入增长
速度，在支出缺乏有效监管
的情况下，财政资金的效率
难以得到保障。

在突击花钱上，很多人
认为是财政预算资金支出
延期的原因，但这个技术原

因很难解释突击花钱的过
高比例。最主要的原因在
于，当前政府自身运转所需
的财政资金，不仅是“以收
定支”，更是“以支定支”。
以收定支，无疑会使政府自
身支出规模膨胀，预算最大
化。不少地方为公务员所
建的经济适用房，规模庞大
的福利开支等，都需要大量
的财政支出。而“以支定
支”，则客观上鼓励了突击
花钱的做法：节约资金，不
仅不能得到奖励，反而会导
致第二年预算的削减。

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
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根源
都在于当前的财政还远不
是一个公共财政体制，在收
入与支出上均缺乏透明、缺
乏有效监督。下一步的财

政体制不管怎么改，其核心
必须是对财政增长速度进
行有效控制，对财政支出进
行全面公开，全部审计，对财
政收入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财政改革牵动全局，成
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需要
政治勇气和智慧。从过去
五年财税体制改革的经验
教训看，推进财政改革最大
的政治勇气就在于适应纳
税人的要求，在未来 3-5 年
内全面实现各级财政收支
的公开透明化，并且以此倒
逼其他改革。

十八大报告已提出“加
快改革财税体制”，“加强对
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
查和监督”，这些信息让人
对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充
满期待。

“我已经有半个月没
吃过肉了，不是在减肥，而
是吃不起。”最近，在北京
某餐厅做服务员的童丽娜
致信《人民日报》称，5 个月
前，她从江西老家来到北
京。当时心情很激动，但
如今，生活却特别拮据。
每天只能煮点儿米饭，炒
个土豆什么的，肉根本买
不起。“将来，我不知道国
家能怎么帮我这样的人群
实现收入倍增。我只知道
在目前，我还看不到更好
的未来。”（11月16日《人民
日报海外版》）

童丽娜的令人心酸的
遭遇，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关
注，可以相信，在打工者群体
里，像她这样的并不在少数。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如何使纸面上的目标化为
真金白银落进民众的腰
包，让哪怕身处最底层的
民众“每天能吃肉”？“童丽
娜之问”说出了大多数民
众的心声和担忧。

诚然，童丽娜的困窘
有其自身原因，譬如文化
偏低、不懂得精打细算等，
但从根本上讲，外部环境

才是最关键的。按童丽娜
称其工资“一个月 1100元，
可实际上到手的只有 800
多元，老板说剩下的年底
再结，怕我们干不了几天
就走了”。而根据北京规
定，童丽娜每月工资最低
不得少于 1260 元。该餐厅
老板的做法不仅突破了最
低工资标准，而且违反了

《劳动法》关于“不得克扣
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
资”的规定。但为何始终
不见劳动部门出面干预、
工会组织帮忙维权呢？

□王垚烽（记者）

打工者为何“半月吃不上肉”

平民酒驾不能当公务员，公务员酒驾为何能继续当公务员呢？

“童丽娜之问”说出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和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