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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静 观 其 变 谋 定 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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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面面观

虽然上半年经济增速放缓，但长期观

察中国经济的人士普遍认为，今年将不会

再有大规模刺激政策出台。

面对经济波动，人们发现，本届政府

更加沉着冷静、政策出手更加小心谨慎。

这些变化，无疑稳定了市场预期，提升了

上半年经济增长的含金量。若无意外，下

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保持总体稳定，“静

观其变，谋定而后动”特征明显。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中，宏观政策选择“静观其变，谋定而

动”，属务实明智之举。从国内看，当前

GDP、 CPI、 居 民 收 入 、 就 业 等 主 要 指

标，均保持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表

明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特别是结构

调整进展加快、亮点增多，为下半年经济

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际看，美

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何时退出尚未确定，

欧洲经济形势仍不明朗，日本经济刺激政

策的副作用或将显现，新兴市场国家能否

遏制经济减速、地缘政治将带来何种冲击

都需冷静观察。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调控

理应多一份冷静。

强调“静观其变、谋定而动”也提醒

人们，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速放缓的

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能一看到增速变化就急

于出手，从而过度干预市场，影响来之不易

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实际上，在短期内

把经济增速推高的手段是很多的，但中央政

府之所以下决心不靠搞短期刺激，不靠大规

模赤字和宽松货币政策推动增长，一方面是

清醒认识到只要增速仍处于政府主动调控范

围内，就应静下心、沉住气，承受速度换挡

带来的压力，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相对

稳定；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适当放慢速

度，换来经济结构改善和增长方式转变。这

些年，各方都认识到，要实现经济平稳发展

和结构调整，必须让市场主体形成稳定预

期。若频繁出台短期刺激政策，或政策来回

摆动，容易导致市场信号错乱，既不利稳增

长，更不利调结构。

当 然 ， 宏 观 调 控 要 做 到 “ 静 观 其

变”，并不意味着政府从此当起“甩手掌

柜”。经济发展目标从来不是等着、坐

着、看着就能实现的。特别是当前经济下

行风险依然存在，更需底线思维，提前作

出预案，做好应对可能出现意外的准备。

重中之重，就是坚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和协调性，敏锐

捕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更好把握调控

的时机、节奏和力度。

其一，调控应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在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避免政府过多干预

微观经营主体活动。上半年出台的多项调

控措施，包括盘活货币和财政存量、要求

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放开金融机构贷

款利率下限等，都明确传递出政府一改宏

观调控“微观化”做法，做到有所为有所

不为，坚持运用市场机制熨平经济波动，

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其二，如果形势确需政府出手，也应

力避“头痛医头”的短期刺激行为，深挖

内需、着眼未来，寻找既稳增长又调结

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举措。上半年，

政府出台的诸多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包括

扩大“营改增”试点、减免小微企业税

负、加快棚户区改造、促进信息消费和环

保产业发展等，都并非容易导致投资扩

张、信贷泛滥、通货膨胀等恶果的“赋权

式”政策，而是以减免税收、增加社会保

障、改善生态环境等为特点的“放权式”

政策。相对于前者，后一类政策更有利于

市场基础性建设，能够对经济长期发展产

生持续正能量。

可 以 预 见 ， 未 来 “ 谋 定 而 动 ” 的

“动”，将更多表现为深化改革的有力举

措。因为从根本上说，今后无论是稳增长

还是调结构，都要更多依靠改革。今年以

来，从国务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简

政放权、减少审批开始，金融、财税、价

格、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已推行多项重大

改革举措，对于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

社会的边界，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激

发企业发展动力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均

具深远意义。随着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深

化，改革红利必将持续释放，从而带动我

国经济加快走出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迎来

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近日，有游客在河南省漯河市人民公园动物园参观时发现，展出的近20种动物有好

几种都名不副实。在标注为非洲狮的笼子里面，“狮子”竟是条个头不大的藏獒；标注为金

钱豹的笼子里竟是几只狐狸；蛇馆里展出的是两只硕大的海老鼠。而且该动物园的门票

并不是正规门票。漯河市发展改革委收费科负责人表示，从未给该动物园定过票价，也并

未给其颁发收费许可证，其属于违规收费。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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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征税主要依赖烟、酒、化妆品和小汽车等少数产业的现象需尽快改变。应重新梳理消费

税征税范围，加大对资源性产品征收消费税力度和奢侈品消费品消费税征税力度，让消费税真正发

挥调节消费行为和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

伴随着我国经济出现企稳迹象，上半

年增速明显放缓的财政收入出现一定回升

态势。公布的数据显示，继 6 月份全国财

政收入再现两位数增幅，7 月份继续延续

回升态势，增速达到 11%。

不过数据同时显示，7 月份国内消费

税收入为 601 亿元，同比减少 11 亿元，下

降 1.8%。专家认为，在我国居民消费稳健

增长的情况下，消费税“意外”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由于烟、酒等消费出现了低增

长甚至负增长。笔者认为，因烟酒等消费

降低导致消费税下降不应属于“意外”，

只有正确认识当前消费税减少的根本原

因，加快梳理消费税征税范围，才能更好

发挥其调节功能，促进我国税制改革的

深入。

首先，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等要求的执行情况来

看，烟酒消费导致消费税下降，从一个侧

面说明社会上吃吃喝喝等浪费性消费正在

逐步得到改变和遏制，特别是政府接待活

动中一些高档政务消费大量减少，这是一

个值得肯定的好现象。

其次，烟酒消费下降导致消费税下

降，进而影响到税收增长，说明目前我国

消费税结构不尽合理，消费税调节社会消

费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消费税

征税对象为 14 个应税消费品范围，分别是

烟、酒、化妆品、小汽车、游艇、高档手

表、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鞭炮、焰火、

汽车轮胎、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

成品油、高尔夫球及球具等。但在实践

中，消费税在征税规模上主要来自烟酒、

化妆品和汽车等行业，像鞭炮、焰火和高

尔夫球及球具等由于税率低、居民消费较

少等，造成税收贡献不高。

此外，消费税征税主要依赖烟、酒、

化妆品和小汽车等几个少数产业这一现

状，一方面导致消费税收入不稳定，容易

受到行业发展景气指数的影响，另一方面

也导致地方政府有意愿在税收收入较多的

几个行业加大投资，或从政策上加大力度

扶持。比如，近年来国家倡导社会禁烟，

但禁烟工作成效不明显，与烟草对税收贡

献高有很大关系。另外，国家倡导节能环

保、绿色出行，鼓励发展公共交通，但许

多地方仍然下大力气发展汽车产业，通过

各种手段扶持当地汽车企业，这也与汽车

业对消费的带动作用和税收贡献有关。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

到，消费税过于依赖几个少数重点行业，

导致政府在调结构、促转型上难以放开手

脚，容易出现许多政策左右互搏的局面，

并一定程度导致消费税调节消费行为的效

果成为逆向调节。

随着“营改增”的推进，地方主体税

源建设已经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消费税作

为一个重要税种，被寄予承担地方主体税

源建设的厚望。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

其对消费品征税，如果建立合理的征税范

围，可以引导地方政府围绕居民消费加强

投资建设，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

平，具有引导政府向居民消费投资服务的

激励机制。目前，消费税因为烟、酒等消

费下降导致收入规模下降，会削弱消费税

成为地方主体税源建设的影响力，这是目

前税制改革不愿看到的。所以消费税过于

依赖少数行业的现象需尽快改变，应重新

梳理消费税征税范围，加大对资源性产品

征收消费税力度和奢侈品消费品消费税征

税力度，让消费税真正发挥调节消费行为

和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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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高温天气给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浙江

省绍兴市政府机关会议中心日前免费向公众开放，

体现出“人本”情怀。

面对气温“逐浪高”，市民们或是宅在家中靠空

调降温，或是到茶楼、影院等娱乐场所里消暑。许

多外来农民工只能到处寻找稍微凉快的角落，在草

坪上、江边、凉亭等处铺上一张席子露宿，只希望

能睡个安稳觉，第二天起来有力气干活。

持续高温，是对民生的考验。政府需要承担起

责任，像应对洪水、台风一样，启动应急机制，进

行干预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其实，不仅是外来

务工人员，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在高温之下饱受煎

熬却难以自救的群体还有不少，比如居住在低矮平

房里的低收入者，流浪于街头的乞讨者等。他们在

高温之下，生存更变得异常艰难。在这样的境况

下，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必然会放下身段，向公

民伸开臂膀。

高 温 见 证 人 本 情 怀
张绪才

事件回放 日前，云南省统计局将所有公车贴标

“求”监督，令一些民营企业萌生参与公车管理的想

法。昆明市雄霸车辆服务所向省统计局递交了申请，

愿交100万元保证金，保证做到“严禁领导干部公车私

用”，而且对方可以“满意再付费”。但该统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不太适合接受民营企业来管理公车。

存在现实悖论
民企申请代管公车是有诚意的，开出的条件也很

诱人，然而这样的条件却存在着悖论——代管究竟要

让谁满意？民企管官员的公车，如果管严了，虽然达

到了目的，但官员们能满意吗？如果宽松了，民众又

不满意。

管理公车，还存在着先弄清公车数量的问题。一

个部门究竟需要多少公车？对这个最需明确的问题，

有些部门至今讳莫如深。这一点，恐怕不是民企能够

解决的。

（王军荣 浙江温岭 教师）

民 企 管 公 车

可 行 不 可 行

好点子不妨一试
公车私用已成“过街老鼠”，对其治理的一个重

要办法就是加强监管，杜绝私用的可能性。民企代

管公车在思路上是一种创新，至于具体的实施办法

可以进一步探讨。

遏制公车私用，只靠驾车者道德自律并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制度，这个制度应该

来自实践，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其前提，是要对来

自 基 层 的 创 新 思 路 释 放 足 够 善 意 ， 而 不 是 直 接

否定。

（陈恩才 江苏仪征 职员）

鼓励外部监督
无论是在车身贴标识还是进行 GSP 定位，避免

公车私用的新招层出不穷，收效却不大。原因之一

是“自己人管自己人”，往往是“裁判员和运动员

集于一身”，最后就管不住自己。现在民企申请代

管公车，是在尝试将公车监管推向“第三方”。企

业化管理之下，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公车私用

的成本将会被考虑在内，裁判员和运动员分设。这

样就压缩了“跑冒滴漏”的空间，“公车私用”的

现象自然会减少。

实践证明，购买服务模式的推广能够降低公共服

务成本，市场力量的介入能够化为政府职能转变的

动力。

（唐伟 四川营山 公务员）

公款“追星”就该狠刹
屠丽珍

日前，中宣部等 5 部门联合发出通

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

会，坚决刹住滥办节会演出、滥请高价

“明星”、“大腕”的歪风。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国有企业在

文化建设投入方面缺少论证，不注意

勤俭节约，热衷于动辄花大钱邀请明

星、举办晚会。过多过滥的晚会，并

不能带来真正的文化繁荣，反而造成

财政开支和国企资金的严重浪费，甚

至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与举

办晚会的初衷渐行渐远。

在当前中央大力倡导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的思想，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群

众最需要的地方的大背景下，用财政

资金和国企资金大办晚会、疯狂“追

星”，理应引起高度关注，并切实予以

遏制。

对于 5 部门此次发布的“禁令”，

关键是要加快落实。一方面，相关部

门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严把文艺晚

会和节庆演出的立项关、内容关、监

管 关 ， 并 鼓 励 社 会 力 量 广 泛 参 与 监

督；另一方面，要从资金管理上从严

要求，严格经费预算，压缩不必要的

支出，同时加大财务审计力度，对违

反规定、耗资巨大的行为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顶 风 违 纪 更 要 严 查
梅剑飞

犬 假 狮 威

刘刘 军军作作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通报

了“龙胜各族自治县领导干部公款吃

喝”事件调查处理结果，该县县委书

记唐天生被免职，多名干部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并责成参加公款聚餐人员

个人承担餐费。

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厉行

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

定。该县县委书记动用公款吃喝是有

规不依、顶风违纪，最后遭到群众举

报，被从重从快查办是理所当然。

有人认为，4 桌饭菜总计消费 3000

多元，似乎“算不上奢华”，导致包括

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办主任在内的

一 众 官 员 受 处 分 ， 处 理 是 不 是 过 火

了？应该看到，消费数额大小改变不

了公款吃喝的性质，只要是顶风违纪

就必须要“零容忍”处理。否则有些

官 员 总 以 为 有 关 禁 令 形 同 虚 设 ， 把

“转作风”当“耳边风”，动辄用各种

雷人话语回敬监督。

党纪国法不是儿戏，这些官员必

须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长此以

往才能形成良好的风气。

深究后可以发现，这一大胆创新之举缺乏可以配

套的措施，现实操作性不强，即使付诸实施也难免走

样。相关部门负责人“目前不太适合”、“无权引进民企

代管公车”的回应，并非敷衍。

一旦民企代管公车，还可能产生更可怕的结果，即

政府与市场、企业“勾肩搭背、不分你我”。政府给了企

业代管费用，企业又声称管好了公车，彼此都好，只能

带来更大的浪费或腐败。换句话说，谁来监督代管公

车的民企？指望权力和民企相互监督，是不是过于理

想化了？

（陈广江 山东德州 编辑）

勉强实施会走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