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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美国《福布

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

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

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

也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

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9

月1日《人民日报》）

讨论税负水平，我觉得应该先弄清几

个问题。首先，国富民穷的问题是否存

在？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

过快，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政府拿走了

蛋糕的大头。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民众纳

税，那么，国富民穷也好，居民收入增速远

低于财政收入也好，证明的都是民众税负

之重。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扣除

物价因素，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实际

增长仅4.1%和5.7%，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

增长则达到27.2%。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

刘元春认为，政府大量与民争利，国富民

弱的格局正在日益严重。

其次，税款受益方面，中国百姓的情

况如何？有资料显示，北欧一些国家的

宏观税负在 50%以上，但他们很多税费

都返还到民生建设中，医疗、教育、养老

全都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解决。而我

国，税收收入用于民生的比例低也是不

争的事实，财政收入的大部分被用于政

府工程、政府行政开支等。比较而言，

我们的税负水平无疑又在这个概念上

高出一块。

三是，税外“税”不能忽略，比如土地

出让金，比如公路收费，以及名目繁多的

各种行政事业收费。仅以土地出让金来

说，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地方税的收入水

平，别管它叫不叫税，这种税负都实实在

在地压在老百姓身上。与其说老百姓买

不起房，不如说是交不起“土地税”；税负

压得百姓居住都成问题了，我们讨论税负

是不是“处于很高水平”，有意义吗？否认

税负痛苦，又如何服人？

再有，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物价——

征收过多的商品价内税，而不是西方国

家实行的高工资低物价——更多的是商

品价外税，比如所得税、财产税等，这种

穷人富人一律“无差别纳税”，加重着占

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者的税负。据国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政 府 财 政 统 计 年 鉴

（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中国商品中

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

美国的4.17 倍，是日本的3.76 倍，是欧盟

15国的2.33倍。而这种税负倍数则是被

我们自己“夸大”的。

我认为，我们的税负水平是否被夸大

并不重要，重要的，一是百姓能不能承

受？二是是否能体现公平？三是于经济

健康发展利多还是弊多？这些问题上，不

论专家，不论有关方面，都不要自欺欺人。

中国的税负水平被夸大了吗？

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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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捐一元：权力捐款还能走多远？

地沟油变生物柴油
呼唤知识产权呵护

时评Sshiping

给需要帮助的人捐款，不少人都愿意

解囊相助，但最近湖南省长沙县一位教师

向媒体反映称，从去年开始，“捐款”成了工

资单上固定的一项，让他不解又不愿。(9

月1日《北京晨报》）

献爱心捐款，其实公众并不反感，反感

的是“被捐款”，反感的是强制性捐款，然

而，有多少捐款是真正出于自愿？

不自愿那么就是强迫，强迫捐款，对于权

力者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长沙县慈善

会会长说得很是轻巧：你们不在乎这三四百

块钱吧。三四百块在乎不在乎，不是关键，关

键的是要自愿。捐款为何一定要强迫？

一边是权力强捐如此盛行；一边却是捐款

数目实在有限。2010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

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相差

220倍。这难道没有权力强捐的责任吗？

权力捐款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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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近日，网上有一段沈阳市民赠

送给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中国家具城

工商所“不作为”锦旗的视频，收到锦旗

的所长非常淡定地表示“这是他们应该

做的。”其实他并没有看清锦旗上的字。

“人在极度痛苦时，会选择几乎自

虐式的自杀方式。人们陷入极度痛苦

的状态，自杀者在实施自杀行为时，其

心理状态不能用常人的心理去衡量。

并称11处刀伤也并未罕见，国外最多有

100 多刀的案例，自杀者也有能力完

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

瑾解读11刀自杀的官员。

一提起地沟油，很多人脑海中马上闪

过媒体曝光地沟油回流餐桌的画面，并深

恶痛绝。但地沟油本身并非一无是处。

瑞安鹏程生物质能有限公司利用科技手

段，将地沟油等废油炼成工业生物柴油，

使用效果与国家标准的工业柴油一致。

由于售价每吨低于工业柴油 1000 多元，

受到了广大渔民、企业的追捧。（9月1日

《中国生物技术信息网》）

围剿“地沟油”，像整治三聚氰胺一样

整治地沟油，地沟油你还要疯狂多久？一

个个杀气腾腾的新闻标题，透露出人们谈

“油”色变的心态。严苛到极点的法律约

束似乎可以斩断这条“底下利益链”。不

过2010年《日本新华侨报》曾刊出署名文

章说，暴利可让人疯狂，地沟油问题并非

中国一家独有。而日本地沟油问题迅速

消失在历史中，严格立法和执法固然是其

原因之一，“垃圾车烧地沟油”的怪招,却

廉价而有效地解决了问题。国内也有专

家提出小酒楼饭店每天产生的大量食用

油废料，是制造生物柴油的好原料。时至

今日这种设想总算成为了现实，由于，售

价每吨低于工业柴油 1000 多元，受到了

广大渔民、企业的追捧。

“地沟油”其实只是一种餐厨废弃垃

圾料排放的衍生物，垃圾其实是放错了位

置的资源，此言不虚。而垃圾是否能够成

为资源，主要还是要取决于人的态度。人

具有趋利性，这一点我们不必讳言。资本

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

肮脏的东西；这样一句话还得一分为二地

看待。资本是否是肮脏的东西，要看资本

的增长点与突破口在哪。民以食为天，餐

饮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不受遏制的利益

冲动便促成地下黑色产业链的形成。如

果能将利益冲动引向正轨，资本的毛孔就

不会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是人类勤劳

与智慧的结晶。

必须补充的一点是，欲将利益冲动引

向正轨，必先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黄河

长江历经数年，才成功地将地沟油等废油

炼成工业生物柴油，目前已初步形成经济

效益。如果不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一场

行业内的恶性竞争行将不远，可能在短时

间内能够缓解地沟油泛滥餐桌的现状，但

对于长远的技术创新是相当不利的。就

这一点，还需要相关部门重点监管。

钱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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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凌晨，一名沈阳病人在心理

医院内上吊自杀。其家属称，据监控录像

显示，值班医生两次在距离事发地不到 2

米的地方打卡，并回头看吊在门框上的病

人、没有任何举动后就离开。警方已经调

取医院的监控录像，那名多次打卡的值班

医生也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今日本报

16版）

我们无法理解这个值班医生的“异常淡

定”，而他被警方带走调查也是“咎由自

取”。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医生的冷漠，越

是暴露出医院管理的混乱，见死不救的绝

不只是医德，还有医院极其死板的值班管

理制度。

从监控录像上可见，这个医生实际上不

全是见死不救，而是在发现老太太上吊后

可能出于复杂的逃避心理，处于是上去将

人拉下来，还是不拉的犹豫不决状态，这可

以从其后一次打卡故作装看不见看出来。

而事实上，当夜值班的仅为一名医生，这里

住着的患者皆为心理疾病者，有些并不具

备行为能力。试想，如果值班医生安排两

人或以上，那就很可能避免“一人不为”。

我们当然不是为当班医生的冷漠做辩

护，只是觉得不能忽略了医院管理上的缺损

和漏洞，其中不仅有夜间值班人员的安排及

其管理失当，也有平时对患者安全防范和对

医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疏漏。也许将这名见

死不救的医生追究责任可以化解死者家属

的悲愤之情，但如果管理上的漏洞不能被有

效堵上，那就无法保证病人不被置于更加危

险的境地，类似见死不救的例子就可能还会

在医院里重演。 周稀银

医生见死不救不全是医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