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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要涨价，随它去吧
邓聿文

在以五粮液为首的新一轮价格涨势引

发白酒行业可能即将到来的涨价潮后，发
改委日前再次约谈主要的白酒企业， 要求
其稳定物价。随后，中国酿酒工业协会也发
出全行业倡议书，要求“不凭借企业垄断地
位随意涨价”。

这是价格主管部门第三次约谈白酒企

业。上半年两次约谈以半年为周期，但正如
日化企业在约谈过后纷纷涨价一样， 白酒
企业最近也纷纷提价， 茅台的少数产品已
涨到每瓶1600多元。这些再好不过地说明，
用约谈手段来管制物价，效果有限。

约谈不过是将涨价时间押后，除非这之
后经济形势逆转，否则，该涨不涨而积蓄的
反弹力量，在约谈解除后，只会更加猛烈地
爆发出来。 “约谈”采用“谈话”的方式，而不
是直接下行政命令。 既是“劝导”和“要求”，
企业理论上可不听劝导，但假如企业真在约
谈期间涨价，则很可能会遭遇“大棒”。

在上次解除金龙鱼食用油的约谈并同

意其涨价申请后，发改委称没有限制企业
不涨价。 不过，若说约谈日化企业，因其产
品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而尚能得到人们

支持，那每瓶1000多元的高档白酒绝非日
常生活必需品，毕竟喝不起茅台可以喝二
锅头，喝不起二锅头可以不喝。 发改委官
员肯定知道这个道理 ，而一再约谈 ，一个
原因恐怕是节日因素。 国庆临近，如果因
茅台、五粮液等白酒涨价而带动其他食品

涨价 ，进而引起价格普涨，搞得民众过不
好节日，那价格问题就变成民生问题了。

茅台、五粮液这样的高档白酒，的确经
常趁节假日涨价， 但这主要是由市场供求
关系决定， 因为高档白酒可以归为礼品类
商品一类，具有炫耀性消费的性质，而中国
又是一个特别讲礼的国家， 节假日的迎来
送往是免不了的， 对礼品的需求因而比平
时大， 较高的价格正好迎合了部分消费者
的心理。另一方面，高档白酒的市场集中程
度相对较高，产品差异化明显，企业拥有一
定程度的涨价能力。

再加上很大一部分消费属于公务消费

和企业福利，这些综合因素，造成高档白酒
在节假日往往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涨价。 这
种上涨给人们心理带来一定影响， 尤其是
在通胀时期。 但由于其消费者主要不是普
通民众，所以，这种上涨最终传递到其他消
费品上，是有个过程的。如果节日期间日常
用品的价格会有一个较大上涨， 那肯定不
是由高档白酒带来的， 而是其自身的供求
关系或其他因素所致。

茅台这样的高档白酒就其制作工艺的

独特来看，也是一种稀缺品，而任何稀缺品
都是面向能付得起价格的小众群体。 这是
一种不公， 但此种不公是社会中客观存在
的，除非社会真正实现了同等富裕，否则，
靠行政法则不可能消灭它。真要控制的，是
这类高档酒中的公款消费， 以及行贿送礼
等腐败消费。如果此类需求大幅下降，酒价
多半不会随意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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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西瓜的成本，拣芝麻的税
赵志疆

日前， 有网友称浙江省国税局购买了
一艘豪华游艇并公布了游艇剪彩起航的照

片， 这一爆料引发网友热议。 浙江省国税
局回应称， “这艘刚刚下水的 ‘国瑞号’
是归浙江淳安县国税局所有， 是为了替换
原有报废船只新建的一艘工作用船。” 原
因是， 淳安县的千岛湖上有1078个大小岛
屿， 岛上有数百户纳税户， 这给当地国税
的税收征管造成很大不便。 （《潇湘晨报》
9月26日）

浙江省国税局此番解释旨在以正视

听， 没想到激起更多质疑， 盖因这样的解
释有悖常理———依目前的税收征管流程，
从手持 《营业执照》 办理 《税务登记表》
开始， 一系列具体而繁琐的完税事项， 等
待纳税人去税务部门办理， 多头跑、 多次
跑之类抱怨因此不绝于耳， 而税务部门大
多只在日常稽查或专项稽查时， 才会 “登
门拜访”。 如果纳税人地处偏远且交通不
便， 首先面临很大困难和麻烦的是他们自
己， 而不是税务部门。 即使这艘豪华游艇

真是为执行有限的税务稽查任务而购买，
税务部门这笔开支最终都将计入征税成

本， 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这样的税收
成本是否过于庞大？

不久前， 《福布斯》 发布的2009年中
国内地 “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 结论再
次引起热议 ， 由此展开一场持续的大讨
论。 自2000年 《福布斯》 开始推出 “税收
负担痛苦指数排行榜” 之后， 中国内地的
排位始终比较靠前， 尽管中国财税部门曾
多次澄清解释， 却并未赢得公众的理解和
支持。 财税专家热衷于从专业角度评判排
名的科学性， 普通民众则更愿意从自身感
受出发， 讨论当前税负是否令人痛苦———
他们不仅在乎自己缴纳了多少税款， 更在
乎这些税款到底用在了哪里。 以此衡量，
税收成本是公众不得不在乎的一项直观指

标。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 》

中系统提出的税收原则是， 公平、 确定、
便利、 节省 。 其中 ， 最易被忽略的就是
“节省” ———税务部门往往热衷于标榜取

得了何等业绩， 而却掩饰为此付出的巨额

成本。 征税当然有成本， 其额度越低， 民
众与企业的纳税成本就越小； 在税收总额
不变的前提下， 降低税收成本， 就可以将
更多税金投入再次分配 ， 而不是消耗在
“路上”。 税务部门的豪华游艇之所以刺痛
公众神经， 不在于其真实的购买目的是什
么， 而在于无论基于何种目的购买， 都势
必会增加税收成本， 比起可能发挥的实际
用途， 其庞大的支出显得格格不入。

“花小钱办大事” 是所有纳税人的共
同期待， 然而， 我国虽是税收收入增长最
快的国家之一， 却也是全球税收成本最高
的国家之一。 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占税收
收入总额的0.58%， 日本为1.13%， 中国这
一指标近年来已接近8% （新华网2009年1
月21日）。 税收成本过高， 在于某些税务
机关缺乏应有的成本意识， 也在于针对税
务机关的考评只计算收入而很少考核成

本 。 如果我们的税务部门一次次沉湎于
“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而不自知，甚至因略
有斩获而沾沾自喜，支付购买“西瓜”的成
本，却只换回“芝麻”的纳税人，怎能不“痛
苦”？

煤矿安全慎言“世界先进水平”

肖时候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1到8月，山西省各
类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在2009年比2008
年减少1018人、2010年比2009年减少505人
的基础上，又同比减少170人、下降10.2%；
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0.077，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 安全生产的任
务十分繁重，近年来，该省以“抓好安全生

产也是政绩”的理念，深入开展以煤矿为重
点、 覆盖各行业各领域的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安全生产形势趋于
稳定，这是值得肯定与高兴的事。

要看到的是，安全生产既要靠“标准化
矿井建设”等硬件设施保障，也要靠管理制
度、安全意识等软件保证。通常，安全生产
多少天成绩的取得，只能代表过去的幸运，
并不能说明安全的篱笆就牢不可破。 就在
几天前， 山西中煤金海洋元宝湾煤矿发生
“9·16”透水事故，导致8人遇难。山西省有
关领导表示， 这暴露了有些地方和企业没
有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没有做到认真排查、
消除隐患； 暴露了部分煤矿安全生产措施
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不严格等突出问题。

因此， 以暂时的低死亡率这一项统计
指标，就宣告安全已达“世界先进水平”，既
不科学也容易让人麻痹自得。 中国工程院
院士彭苏萍曾经指出， 中国煤田地质条件
极其复杂，煤层里多存在瓦斯，开采后容易
自燃，也容易引发透水事故。中国煤矿开发
的难度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都大， 例如美
国许多煤矿都是露天开采，深度浅，而中国
煤矿大多在-800米以下， 甚至还有-1300
米以下的，开采难度高。这种“先天不足”就
决定了保证安全生产的不易。

而美国、英国安全生产的取得，与严格
的管理分不开。 美国围绕煤矿生产先后制
定了10多部法律， 安全标准越来越高。同
时，美国煤矿安全部门执法非常严格，对唯

利是图、违反规定生产的矿主惩罚严厉。矿
主也遵守法律， 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办
事，从而确保了煤矿生产安全。英国的煤矿
安全规定， 煤矿经理必须有煤矿井下工作
经历， 每个作业时段井下都必须有一个副
经理负责现场管理。

国内矿难频仍， 除了开采中的技术原
因外，“人祸”的因素更多，除了中小煤矿违
规作业屡酿事故外，一些国有大煤矿，也因
抢进度抢产量而忽视安全问题，有的甚至检
查团刚离开就出事了。安全生产是个系统工
程，在开采技术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在井
下作业与避险系统还不够完备的情况下，在
管理上还不时有疏漏与不到位的情况下，煤
矿安全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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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新闻联播”改革的期待，不
是片头的标识、音乐，主持人的面孔、着
装等形式上的，而是该播什么、怎么播等
内容上的。 内容不变，形式万变，无异于
缘木求鱼、头痛医脚。实际上，片头、主持
人等承载了人们太多的记忆， 大家也不
大愿意改。 ———方家评说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生孩子？ 第一：养
子防老。社会保障体系至今仍不健全，如
果你不想当孤寡老人， 如果你不想老无
所依，你就必须要生孩子。 第二：保障自
己权利。 公平正义缺乏保证。 在农村，谁
家弟兄少谁家就要受欺负， 不想受欺负
就要多生孩子。 第三：家长责任小。 全世
界只有中国家长打孩子不犯法。

———黄普磊

据了解，全省（浙江）有近40所高校
书记、校长开了微博，这为加强上下沟通
提供了方便。下一步还应在各学院、部门
都开微博， 这样可以形成对师生的服务
网络。 浙工大已经做到了。 这样，同学们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学校提供帮助。 我本
人也非常希望日后加强与高校的互动，
同学们有何好建议可以提出来。

———蔡 奇

人在毫无反抗希望的情况下会争相

向施暴者献媚邀宠，小至一个地窖，大至
一个国家，都如此。但只要有一丝缝隙和
亮光， 追求自由与光明的愿望就会让人
努力突围。性奴案的案发，就缘于其中一
个女子的借机报警。 ———童大焕

普京终于宣布参选下届俄罗斯总统，
梅德韦杰夫表态愿意担任总理。这出在后
台排练了几个月的“二人转”正式登台，中
国网友开始辩论， 一派说是民主被强奸，
另一拨说这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俄罗斯反
对党之一亚博卢党主席米特洛欣说得对：
现在要由人民来回答，他们是否让这一切
继续持续12年。 ———张天蔚

龙永图两件难忘的事： 一次在某机
场看到县委书记出国考察， 竟有三四十
位下属送行，“县太爷”喳喳呼呼，目中无
人。另一次，在意大利某小镇出席一个国
际性会议， 有位像邻居大妈一样的老太
太独自进门， 礼貌地对他点点头后坐在
旁边。会后一打听，才知道她竟是荷兰女
王，简直匪夷所思。

———电影手册宋健君

被美国媒体恶搞为最没文化的小布

什总统，任内有三年共读书186本，多数
为非虚构类历史著作。 ———连 岳

中关村虽然在人们眼中是个高科技

园区，实际上只是农村经济的放大镜，是
个大农贸市场。 今天某家商贩靠卖茄子
赚钱了，明天进园子再看，所有人都开始
卖茄子了。 这种以内部模仿和外部山寨
并进的道路走不长远， 因为这种幼稚的
模仿无法为创造力提供温床。 这种农村
经济区不应再被提倡和推广， 只此一家
就得。 ———统 爷

经济学解读什么是 “幸福”！ 幸福=
“土”、“Y”、“衣”和“一口田”， 幸福就是：
有安身立命的一块地，有点钱，有衣穿，
有一份事业可耕耘。 此乃幸福之意也！

———《每日经济新闻》

看不惯有些人， 以完美无暇的标准
要求别人， 对有识之士身上的缺点大加
挞伐，否定其贡献。若是让他以此种标准
反思自身，定会赖皮地说我是一凡人。现
在此种分裂症很严重。 鲁迅身上的缺点
相对于他的贡献，绝对是瑕不掩瑜的。你
可以客观评说 ， 但不可凭一张烂嘴谩
骂。 ———火 哥

有很多税种和收费在设立之初有部

分免征条款，或因征管水平有限，有些税
种征收不到位，处于“假死”状态。最近几
年，这些休眠中的税费正逐一复活。地方
教育附加费、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二手
房交易营业税和个税以及大小非减持征

收个税都已经“复活”。
———财经网

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地方，公开信息、让人监督，已不是社会的要求，而是慈善组织自身的要求。 众目睽
睽下，再细小的问题也躲不过去，不愿接受监督，多半自己没有公开的自信

让每个人都能查阅慈善账目
谢昱航

民间公益项目“免费午餐”短短5个
多月募集善款1690余万元，为77所学校1
万多个孩子提供了免费午餐。 项目发起
人称，他们赢在透明，严格执行“不透明
不拨款”原则，让该项目获得了公信力。
（网易9月26日）

前段时间，一系列慈善丑闻被爆出，
让国内慈善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有报道说， 慈善组织获得的捐款大幅下
降。然而，“免费午餐”项目却获得了快速
发展，这为剖析中国慈善、探寻慈善发展
之路提供了积极样本。“免费午餐” 为做
到支出透明，借助了微博等载体，每个受

捐助的学校必须开微博， 校长每天要通过
微博说清楚每笔钱是怎么花的， 每个学校
的微博内容， 都通过项目管理者转发并公
之于所有网民。该项目还通过家长、志愿者
等进行监督。

应该说，至少在这5个多月里，“免费午
餐”通过彻底公开的方式，让善款用途得到
了有效监控。每一天每一笔钱及时公开，让
善款去向有据可查；家长举报，让每项支出
的真实性和效果有监督；而志愿者参与，又
弥补了利益不相关者不参与监督和家长不

敢监督造成的主体空缺漏洞。 正是这样的
主动接受监督，奠定了“免费午餐”快速发
展的基础。

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 慈善组织主

动公开、彻底公开，甚至请人监督，其实是
共同特征。在美、英等国，慈善组织不但要
接受来自官方 、行业的严密监控 ，甚至每
个公民都可以去慈善机构查阅账目，有权
获得慈善组织的年度账目和财务报告，很
多基金会还会自己聘任第三方审计机构

来对其每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然而， 时下中国慈善透明度不高的事

实，从官方到民间，都不否认。据媒体报道，
截至2010年年底， 在全国2000多家基金会
中，只有700多家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已有
的网站上 ，信息公开也很不充分 。而有的
基金会年报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支出。
而上海静安区公寓大火的受灾者想知道

善款使用情况，不得不委托律师向上海市

政府申请公开……
可以说，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地方，公开

信息、让人监督，已不是社会的要求，而是
慈善组织自身的要求。有了这种意识，自然
更有可能把善款用好。一般来说，不愿接受
监督，多半自己没有公开的自信，在众目睽
睽下，再细小的问题也躲不过去。比如上海
静安大火捐款去向在舆论压力下， 终于与
公众见面了， 但公众提出了新的质疑，比
如，当地政府在对受灾户进行赔偿时，几乎
没有支出，用的全是社会捐款。至于那些存
在挪用、滥用慈善物资、将善款善物用于中
饱私囊等弊端的慈善组织， 当然更不肯公
开信息了。

不公开，失去民众信任，也就失去了自

愿捐款的来源，于是，一些慈善组织只好
走歪道。 比如， 借助行政权力搞强捐，
给各单位下指标， 各单位或是搞捐款排
名， 或是让不捐者亮相以施以压力， 有
些单位干脆从员工工资里强扣 。 再比
如， 利用优惠政策搞交易， 虚开发票。
还有 “创新 ” 筹款方式 ， 利用基金放
贷 ， 用高额利息当捐款 。 通过这些歪
道， 一些慈善组织或许可以获得不错的
业绩， 但这类方式， 影响的是民众对慈
善的态度， 民众对慈善失去热情， 慈善
事业的发展就失去根基了。

“免费午餐”项目践行的，是慈善发
展的正道，在这条轨道上发展，慈善事业
才经得起风雨，才会根深叶茂。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邓海建

中国首善陈光标在贵州省毕节市举

办慈善演唱会。 和陈光标一起来到现场
的， 还有3000头猪羊和100多台农用机
械，价值几百万元，那是他捐献给毕节市
民的礼物。听众只要听完演唱会，就有机
会得到陈光标的捐赠。据悉，这或许是陈
光标最后的一场慈善秀。（《新京报》9月
26日）

上个月参加某卫视一档节目， 有幸
近距离现场聆听了陈光标先生的 《明月
几时有》，坦白说，唱得很“谦虚”。抛开陈
先生的唱功不说， 听一场演唱会， 免费
的，完了还能收获一头猪或者一只羊，据
说还是配过种的， 这也算很了解农民的
心意，是一件值得鼓掌的事情。媒体用的

标题很惊悚，叫做“陈光标率3000猪羊贵州
开个唱”，不晓得的可能以为是一场夹杂马
戏表演的演唱会。 至于有说 “陈光标开个
唱，听众为猪羊疯狂”，这可能既看低了陈
先生的表演， 也看低了去了现场却没领到
猪羊的观众。

做慈善不容易， 在中国做慈善更不容
易。个中道理无须赘言。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也是陈先生的粉丝。真金白银拿出来，确
实比坐而论道的强许多。 但有一点是肯定
的，慈善之意，当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真
实、真诚，二是尊重、敬畏。就第一个层面来

说，陈光标在个唱前就多次放风说，只要观
众听完演唱会，就可以每人当场牵走1头猪
或1只羊； 其在演唱会后透露，“长约100分
钟的演唱会吸引了超过2万名当地群众观
看”，现场气氛“比刘德华等歌星的效果还
要好”。那么，3000头猪羊，怎么分给2万名
观众呢？此前说是“当场发放”，结果又“改
由毕节当地政府将猪羊和农用机械发放给

特困家庭”，对现场观众而言，这算不算忽
悠？就第二个层面来说，不管到场的观众爱
不爱听陈光标的歌，如果你想“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耐着性子陪

陈光标将其个人演唱会进行到底， 这算不
算强制？

凭心而论， 任何对慈善的质疑总让人
心疼不已，道理很简单：一者，对于需要救
助者而言， 生存发展权是第一位的，“子非
鱼”，岂知“鱼”之苦、之求？二者，人们又特
别希望慈善是纯粹的， 即便与商业或个人
价值实现挂钩 ， 也当有起码的底线与规
则———但在现实面前， 公众宁可宽容并接
受“次慈善”，任其挟裹着“暴力”的色彩呼
啸而至，原因何在？一句话，中国慈善事业
过于贫弱，饥渴之下，不择食物。我们一直

说，其实做慈善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扎扎实实的内容。 这话在一个仪式感
十足的国家被广泛信奉， 需要多大的勇
气！ 就像在一个丛林法则的社会，“盗亦
有道” 也会成为公众顶礼膜拜的上善逻
辑———难怪有网友留言说， 咱这些困难
群众就捧个场吧，牵只猪羊走，总比被有
些地方的红会牵着鼻子走幸福些吧。

慈善稀缺， 但并不能反证慈善就有
了道德或者法律监督的豁免权。 慈善是
公民行为，慈善更是公共行为。陈光标为
中国慈善事业费心尽力， 成绩看得见，然
而其方式方法上的诸多悬疑以及价值引

导上的错漏， 确实也值得公众反思并警
惕。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听完演唱会后
领不到猪羊的农民想知道， 在高高的舞
台上高调慈善的“猪羊”也想弄清楚。

市长向市民道个歉也要中央责令？
杨于泽

3月26日，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组织
违法强拆， 致一名未及时撤离的被拆迁
人刘淑香被埋而窒息死亡。 监察部近日
责令长春市市长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
此事一时成了国内重头新闻， 也被媒体
概括为“向违法强拆严厉问责”。

监察部严厉问责自然有据可依，但
市长的“责任区”内出了违法强拆致人死
亡事件，市长向市民道个歉，这完全在情
理之中， 现在怎么变成了一种处分且需
要从北京下达命令？如果上级不问责，市
长就不道歉，如此市长也未免太矜持、太
高傲，也太不近人情了。

对别人造成了某种妨碍或冒犯，主
动向对方道个歉， 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
一种基本的礼数，成人懂，小学生也懂，
大家都在实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向别
人表达歉意几乎成了口头禅，如果需要，
人们也不会吝啬正式道歉。所谓道歉，无
非是表示我们认知并主动承认自己的错

误或疏忽大意，在此前提下，人们似乎一
般也不会去跟谁斤斤计较。

但在今天一些官员身上， 我们看到
了基本礼数、人之常情的缺失，也看到了
传统士大夫担当精神的失落。 《论语》云，
吾日三省吾身。个人修身，讲究反躬自省、
反求诸己。 做官的人，更要经常反省为政
之失， 甚至连皇帝本人也要经常反躬自
省。 据《论语》记载，尧说过“万方有罪，罪
在朕躬”。 《尚书》记载，商汤说过“万方有
罪， 在予一人”。 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眼见
“责任区”内出了问题，其反应似乎是跟他
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一样，实体责任不用说
了，要他们说声道歉也极其艰难。

在这种现实下，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问责制度把“责令公开道歉”作为一种问
责形式，就显得情有可原。 出了事儿，你
不主动道歉，那就来点强制。 但老实说，
道歉本来就有点“口惠而实不至”，领导
干部因故向民众道个歉又何妨？反过来，
领导干部不道歉却不是一个小事， 它表
征着领导干部的傲慢与自负， 它有两层
含义： 一是我可以不负责任； 二是不负
责，民众拿我也没办法。 而把“责令公开
道歉”作为一种问责形式，似乎暗示着，
凡事在上级责令之前， 领导干部完全不
必主动道歉。

连三岁乳儿都会做的事， 被上升为
问责制度的一种问责形式， 这就有些令
人费解了。很难想像，如果一个人不小心
踩了别人的脚， 说声道歉居然是一个制
度问题，还得等待某个权威层级的裁决。
道歉，非正式也罢，正式也罢，都仅仅是
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承担， 代表了一种个
人认知，也仅仅限于一种诚恳态度而已。
作为约束权力之制度安排的问责， 理当
从一般道义向上提升， 从初始的责任认
知跨入应有的责任追究。 制度化的责任
追究，必须从最低程序的处罚开始。

当此全球化时代， 人们置身于一个
国际化的“问责课堂”中，这个课堂塑造着
大家的责任观和问责观。日本先后有两名
内阁阁员在灾区发言不当， 看似小事一
桩，但他们引咎辞职了。 我国香港地区的
前财爷梁锦松，2003年在其宣布大幅提高
汽车首次登记税前购入私车一辆，被人质
疑有逃税之嫌，即被公众援引香港《问责
制主要官员守则》而辞职。责令公开道歉，
于民众觉得如同儿戏， 对于公权力来说，
也殊难产生实质性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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