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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一些省
份逆势提高社保基金缴
费标准看，有关部门应
该尽快制定出落实“适
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的具体方案，明确降
低社保收费大方向，尽
快遏制住一些省份逆势
提高收费的做法。

中国人的形象与自我认知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热议。虽然现在的中
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告别了贫困，但对自身新的历史角色缺乏认
知，没有自信，仍认为一切都不如人。如何超越仰视和俯视心态，转而以
平视的角度观察自身和世界，这是我们当下应努力去探索的。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根据安排，2014年年底前，中央和
国家机关的公车改革要基本完成。近
日，记者采访证实，目前中央层面公车
封存和补贴发放已基本完成，公务交通
补贴已从上个月起开始发放。

中央层面公车改革“按期交卷”，接
下来的是地方车改，虽然地方车改情况
更复杂，难度会更大，但通过改革攻坚，
相信地方车改也能如期完成。而笔者
更为担心的是，如何能真正巩固车改的
成果。

这次车改比起以前来，有很大的不
同：一是全国一起改，而不是个别地方
的零敲碎打；二是中央决心特别大，自
上而下一起改；三是车改放在深化改革
的一盘棋下。所以，笔者并不担心车改
不能推行。但是，车改容易，但成果巩
固难，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之前，许多
地方都进行过车改，但不少改革都是无
疾而终：要不有些地方车照开，补贴照
拿，要不有些地方公车照样泛滥，要不
有些地方主持改革的官员一旦离开，车
改成果就销声匿迹。

要巩固车改成果，关键在于建立有
效的措施和制度。

首先，要让车改成果能阳光、透明，
接受民众的监督，就要让公车真正标志
化。以往公车私用司空见惯，与相关制
度执行不到位有关，但也跟民众无法监
督公车有关，因为公车没有正式标志，
公车大量混杂于车流之中，无法监督。
因此，有必要给公车统一涂上标志，并
制作特殊的车牌，让公车行驶在路上一
目了然。

其次，要让车改的成果接受人大和
审计的财务监督。要控制公车，一项关
键措施是控制财政开支，从源头上堵
死。公车改革后，公车开支将大大减
少，有些单位甚至不存在公车开支这一
项。那么，在每年“两会”上，人大必须
对公车的开支问题进行严格审议，并将
相关的财政预决算的项目公之于众。

最后，要让车改成果得到巩固，须
将车改成果制度化和法律化。目前，有
关车改的各项规章和制度，只是体现在
各级政府的文件中，并没有得到法律认
可，这就容易造成过些年后，相关制度
松弛，公车增多或公车问题回潮，车改
成果荒废。因此，及时制定法律来规
范，并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违反车改所必
须负的责任，以更强有力的制度确保车
改成果能长期坚持。唯有如此，我们才
有理由相信，车改成果能真正得到巩
固，也能让公众相信这次车改是动真格
和不走回头路的。

（相关报道见今日A14版）

车改成果
如何才能巩固

□杨涛

据报道，步入2015年，全国已有
天津、重庆、福建、江西等地执行新
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与2014年相
比，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
保费用均不同程度上涨。

逆势提高社保缴费基数，将会
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为何说“逆势”
呢？逆的是什么势？从宏观面看，
逆了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之
势。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降至
7%附近，继续走低下降的压力非常
大。宏观经济增速下降背后是实体
企业经营不景气或者困难重重的综
合反映。

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直接从
两个方面影响到普通百姓家庭：一
是就业，二是收入包括工薪收入的

增长和稳定性。目前，就业压力已
经越来越大，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
保障；工薪等收入徘徊不前甚至减
少，生活压力显著增大。在这种情
况下，政府层面的任何增税增费包
括社会保障缴费上涨等都是大忌。
如果强制加税增费，必将加重企业
和百姓经济负担，给已经困难重重
的企业雪上加霜，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百姓消费，制约内需启动。

从国家政策导向层面看，提高
社保缴费基数也是与相应政策精神
相违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
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就
在日前，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接受全
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时表示，现在
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这

就折射出解决养老金缺口，提高缴
费水平已经没有余地。进一步降低
缴费水平不仅能减轻企业和个人负
担，还能够较大幅度扩大参保面，是
解决养老金缺口的措施之一。降低
社保缴费水平是大势所趋，也是一
举两得之策。

一些地方逆经济走势和国家政
策导向，提高社保缴费基数，还是落
伍的思维在作怪。这种落伍思维一
个主要表现就是，习惯性地把手伸
向普通百姓和企业收费等，这是因
为把手伸向企业和百姓，保护住了
地方自身利益，又立竿见影和非常
省事。假如，拿出财政资金解决，政
府本身要舍弃利益，要出血。让政
府划转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以及国

企上缴红利充实社保等，运作起来
非常难以协调和处理，显然没有把
手直接伸向百姓和企业见效快而又
不麻烦。

从一些省份逆势提高社保基金
缴费标准看，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
定出落实“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
费率”的具体方案，明确降低社保收
费大方向，尽快遏制住一些省份逆
势提高收费的做法。同时，再次呼
吁在经济下行阶段，财政手段必须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决不能反其道
而行之地增加税率和提高各种类型
的收费。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阶
段，以任何借口提高税率或者开征
新税收以及增加收费的措施都是大
忌。

上浮社保缴费标准是落伍思维
□余丰慧

“火烧连营”持续 20 多
个小时，过火面积万余平方
米，11层建筑被烧酥坍塌，5
名消防员牺牲、14 人受伤
……哈尔滨道外区火灾的惨
重，令人震惊。然而，造成这
一后果的重要原因，人们却
并不陌生——消防通道“不
通”。

统计显示，全国各地导
致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
故，80%以上是消防通道堵
塞造成的。大火吞噬生命，
让人扼腕叹息；大火熄灭后，
则应“点燃”全社会的反思：
有多少生命的牺牲本可避
免？究竟要付出多少血的代
价才能“打开”生命通道？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望火兴叹

摘要┃笔者并不担心车改不能
推行。车改容易，但成果巩固难。要巩
固车改成果，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措施
和制度。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
放开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包括
非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住宅小
区停车服务等价格。价格改革
延伸至住宅小区本是好事，但也
要看到当前一些小区服务收费
偏高，应留意价格改革成为小区
服务肆意涨价的理由，不能因放
开价格让群众生活成本直线上
升。

从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看，放
开住宅小区服务收费价格符合
市场规律。在发展初期，小区物
业市场竞争不充分，服务和收费
不规范。国家掌握定价权，有利
于规范市场发展。如今，小区物
业服务多已趋于成熟，市场化程
度日渐提高，竞争主体趋向多元
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放
手服务定价权，由政府指导价转

为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利于通过
市场手段让物业收费更合理。

但政府放手的同时，也要看
到当前居民小区物业收费存在
的问题。一方面，关于小区物业
的纠纷屡屡见诸报端。停车等
小区服务在不少地方仍是个烂
摊子，老小区往往无为而治，小
区车辆乱停放、堵路的现象时常
发生；新小区强制化管理，车位
租售比相差悬殊，高价停车位时
常将业主车辆挡在小区门外。

另外一方面，放手之后，新
定价体系的可操作性也有待观
察。相关文件建议，物业服务收
费定价可以由业主委员会采取
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不少人
担心，现阶段的业主委员会能否
担起重任；还有人担心政府一旦
放手，定价权会被开发商、物业

公司等“垄断”，操纵业主委员会
肆意定价，监督权被“架空”，小
区业主即便对定价有意见，也无
济于事。

因此，住宅小区的服务收费
不能只放不管。政府放手小区
服务收费定价权，初衷是以改革
成效惠及百姓生活。放手的同
时，政府有关部门也要进一步规
范小区相关服务，继续完善物
业、停车收费制度，建立并完善
第三方价格监管机制，制定操作
性强的定价流程，要求小区物业
公开服务运行成本信息，接受业
主监督。

价格主管部门还应坚决依
法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
正当价格行为，用有效的事中和
事后监管，打消群众对小区服务
收费完全放开之后产生的担忧。

住宅小区服务收费放开
不能成为肆意涨价的理由

□ 冯国栋

摘要┃价格改革
延伸至住宅小区本是好
事，但也要看到当前一
些小区服务收费偏高，
应留意价格改革成为小
区服务肆意涨价的理
由，不能因放开价格让
群众生活成本直线上
升。政府放手小区服务
收费定价权的同时，也
要进一步规范小区相关
服务，继续完善物业、停
车收费制度，制定操作
性强的定价流程，要求
小区物业公开服务运行
成本信息，接受业主监
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