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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送快递”折射地方治理短板
栾笑语

“双11”后，物流高峰接踵而至，但

内蒙古某市的快递员却遇上了麻烦。当

地对非法改装、违法上路、非法运营的

机动三轮车进行集中整治，快递行业普

遍使用的电动三轮车也被纳入整治范

围，以致大量快件投递延误。对此，不

少市民表示难以接受，有的快递企业甚

至紧急调集十几匹马来保障运力。

监管部门治理非法违规上路运营的

机动三轮车有理有据，确属必要。然

而，电动三轮车又是目前快递行业最主

要的工具，不让上路，投递配送就面临

瘫痪，对处于成长期的快递物流企业打

击不小，也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

益。这与关于快车专车的争论如出一

辙：地方监管部门冷脸取缔，市场却热

烈欢迎，社会治理和群众需求之间的矛

盾一时难以解决。

表面上看，此类问题的出现是由于

相关法律法规缺失。以“骑马送快递”

为例，政府对电动三轮车实施笼统管

理，快递企业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与此

同时，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的国家标准

及生产、使用、管理等规定尚处空白，

相关企业没有规范自身的动力和依据，

造成管理水平低下、运营方式粗放。

从深层次看，“骑马送快递”折射

了当前个别地方治理中存在的短板——

思维僵化，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滞后，

跟不上社会发展步伐。其实，此前已有

不少城市明确禁止或限制使用电动三轮

车、电动自行车，但巨大的社会需求客

观存在，导致一些地方的法规名存实

亡。这些情况说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迅速，情况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政府

出台各项政策前必须充分考虑客观实

际，评估后续影响，不能一“堵”了

之。多想办法，创新手段，精细管理，

疏堵并举，拿出的决策才会科学合理、

有效落地。

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到地方治理能力

和水平，也关乎工作作风。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

各项工作不但要依法依规，更要获得群

众认可。深入社会生活、感怀群众疾

苦、了解市场需求，相关决策才能得到

群众拥护，落实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据了解，该市顺应群众呼声，近日

已连续出台两轮临时性措施，包括保留

1000 辆左右邮政、快递专用车辆用于

“双 11”投递邮件；从 11 月 11 日至 26

日，快递专用三轮车可在规定时间、规

定范围通行。但此后如何解决这一难

题，还要考验政府的行政智慧和为民

情怀。

中国经济面临多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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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考验。首先，中国经济

增长率能否触底企稳。这取决于旧有经济动力能否被

服务业、消费业和中高端制造业所提供的动力取代。

其次，中国对外贸易的综合国际比较优势能否显现。

中国应尽快适应由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实体贸易向

数据贸易，贸易开放向投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开放转

变。再次，中国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能否得到优化。

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还有较大的作为空

间。财政政策或将更加宽松，央行还有降息空间。今

年 10 月，中国 PPI同比下降 5.9%，实际利率对工业部

门来说还是太高。另外，当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旺

盛，但储蓄率依然过高，企业税负及社会保险缴款比

率有调整空间。

宏观政策还有较大作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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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要去库存稳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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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疲软是中国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投

资下行中，房地产投资下行是重要表现。未来，中国

经济要想企稳，很大程度上要看房地产投资能不能企

稳。当前，基建投资已经出现明显反弹，能不能延续

好趋势，很大程度上还要看房地产投资。因此，在接

下来的发展举措中，房地产不仅要去库存，还要稳投

资、促投资。

啃下财税体制改革“硬骨头”
才 道

“十三五”规划建议就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财政的作用贯穿于各项发展

改革之中。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剩下的改革任务都是难啃的“硬

骨头”，必须与其他改革相互衔接、形成合力。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应继续加力增效，切实增

强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

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在“十三

五”规划建议中，财政的重要作用得到

了全面体现，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愈显迫切。

近年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重

大突破。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完

成预算法修改工作，初步建立起全面规

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将政府全

部收支关进制度的笼子，地方政府举债

融资“阳光化”；在建立健全税收制度体

系方面，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税收征

管等多项改革顺利推进，明确并细化了

“税收法定”原则。同时，积极财政政策

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十三五”规划建议就我国未来五

年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财政的作用

贯穿于各项发展改革之中。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构建产业新体系，打造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

共服务“双引擎”等，都需要财政发挥

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为此，

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

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

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

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财税体制改革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涉及方方面面的权益调整，情况复

杂、矛盾交织。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剩下的改革

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营

改增全面推行将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

税等改革事关百姓和企业切身利益；调

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

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更是关系

全局性调整。

要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议赋予的

重要历史使命，必须继续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具体来说，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等几个重要税种的改革应逐步展开，税

收征管工作应按照 《深化国税、地税征

管体制改革方案》 的精神贯彻落实；建

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进一

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等有待“破

题”，要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

任，促进权力与责任、办事与花钱相统

一，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效率；进一步完

善政府预算体系，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

资行为，促进预算更加全面规范、公开

透明。

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应继续加力增

效，将创新宏观调控与推进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增强政策实施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合理加大减税力度，尤其加大对高

新技术、小微企业等的支持力度。通过

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等方

式，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当然，更要增强财政货币政策的

协调性。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应与其他改革相互衔接、形成

合力，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情况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政府出台各

项政策前必须充分考虑客观实际，评估后续影响，不能一“堵”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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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