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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太高估了

环境税治理污染的作用

黄栀梓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 “将研究推进环境保

护税改革”， 使开征环境税再

次成为热门话题。 据媒体

12

月

19

日报道： 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上周末在

“我的钢铁网” 年会上称，

“十二五” 期间我国有望启动

环境税， 企业所得税也会随之

做出相应调整。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和生

态形势愈来愈严峻， 在城市

化、 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

水污染、 大气污染、 固体废

弃物污染、 海洋污染和矿山

环境问题日见突出， 因而开

征环境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人们寄希望于开征环境税而

增加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成

本， 起到遏制环境污染、 生态

破坏行为的效能， 在有些人看

来， 保护环境和生态似乎是环

境税 “一征就灵”。

其实不然， 环境税只能作

为一种政策导向， 在治理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上起到一定的

宏观调控、 微观调节作用， 并

不能产生 “立竿见影”、 “一

税就灵” 的成效。 广义地说，

我国现在并非没有环境税， 以

环保为基本目标、 具有税收特

征的一些有关环境生态保护的

行政规费， 现行的资源税、 耕

地占用税、 车购税、 燃油税，

以环保为取向的增值税、 消费

税优惠政策等都是具有环境税

意义的， 只是没有专门设立环

境税而已。

应该说， 自

2005

年党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

“两型社会” 以来， 开征专门

的环境税的研究工作就提上了

议事日程， 只是由于这期间我

国经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 欧债

危机的冲击， 再加之近年来国内

中小企业出现资金供给紧张、 融

资成本上涨导致的资金压力、 债

务问题， 原材料和用工价格普涨

导致的生产经营成本上升而面临

生存与发展困境等种种原因， 导

致环境税的推行步伐放缓了。 因

为一旦开征环境税， 会加重企业

负担， 也会因税负转嫁而推高物

价， 这样既不利于企业脱危解

困， 也不利于民生减压。

笔者注意到， 有关专家在

对 “十二五” 期间启动环境税

的表述上， 仍然是 “从研究的

角度” 上提出来的， 这就意味

着 “十二五” 期间能否开征环

境税还存在不确定性， 还需要

审时度势。 从专家透露的信息

看， 如果开征专门的环境税，

不仅要降低企业所得税， 还有

可能降低营业税， 而且必然要

将前述一些具有环境税意义的

税费全面整合， 以求整体税负的

适度与平衡。 如此看来， 即使开

征环境税， 也是一个费改税的转

变、 税费整合过程， 不仅不会给

企业增加很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代价， 反而还会通过其它途

径减轻其税费负担。

再说， 并非是国家收取了环

境税就等于治理了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 如何使环境税通过财政

运行真正使用到环境生态保护与

治理中， 这也需要立法来约束、

规范和保障。 还应该看到， 环境

税的开征与否与环境污染、 生态

破坏的遏制， 并无直接的因果关

系。 如何有效解决工业化、 城市

化快速推进中出现的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问题虽然值得关注和探

索， 但在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上， 还是别太高估了环境税的

效能， 而应该进一步加大环保执

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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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菲居然“出污油而不染”？

周文亮

“出污泥而不染”， 是中国的一句诗

句， 形容那些品德高尚、 高风亮节的人。

如今， 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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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溢油事故半年后，

在渔民纷纷对康菲提起索赔诉讼之时，

康菲石油公司

16

日却表示， 基本没有证

据显示溢油事故对环境造成影响。

上述表态是康菲石油公司在接受华

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的。 笔者给康菲总

结出一个更鲜明的回答———出污油而不

染。 也就是说， 油是我康菲漏出的， 污

染是没有的。

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先从物理环境

来看， 渤海是半封闭的内海， 平均水深

仅为

20

多米， 溢油对渤海无疑是比较

严重的环境危害。 而且， 溢油造成的油

基泥浆至今还未清理干净， 对环境的影

响还将长期存在。

再从其康菲自身屡次新闻发布会的

矛盾来看， 溢油污染显而易见。 溢油事

件发生后， 康菲公司分别于

7

月和

8

月

召开新闻发布会。

9

月

6

日， 康菲表示

将设立渤海湾基金， 将根据中国相关法

律承担公司应尽的责任并有益于渤海湾

的整体环境。 康菲石油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穆怀礼当时还表示： “康菲石

油公司对于该事件的发生深表歉意， 以

及因此对中国的人民和环境产生的影响

表示道歉。”

遗憾的是， 作为国际大公司的康菲

也不顾面子出尔反尔了。 究其原因， 是

怕巨额赔单。 日前， 河北省乐亭县

107

名渔民向康菲石油公司提起

4.9

亿元经

济赔偿诉讼。 醉翁之意不在酒， 康菲之

意不在乎污染与否， 而在乎赔偿与否。

在没有诉讼赔偿之前， 低头表示表示，

什么都可以， 在真金白银面前， 康菲要

强词夺理了。

目前， 关于污染和赔偿这个球踢到

了中国权威部门与法官面前。 据了解，

渔民已分别向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投诉。

国家海洋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显示，

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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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溢出的油污已经在河北省

乐亭县养殖区周边登陆。 农业部办公厅

的答复函也排除了由已知细菌、 寄生虫

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所导致的水产品大

量死亡， 确认了赤潮、 石油污染等原因

可能导致了水产品的滞长和死亡。 这些

答复希望对渔民有帮助， 对法官的定案

有帮助。

不知向来对国际友人很友好的有关

部门， 这一次如何向国人交代， 又如何

向国际社会交代？ 不论如何， 我们还是

期望渔民有个好结果， 更期望他们来年

在海上捕鱼有个好收成。

发展实体经济

几大问题待解

谭浩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

实基础， 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

地、 勤劳创业、 实业致富的社

会氛围。 这无疑是抓住了问题

的关键和实质。 那么， 如何才

能保证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地发

展呢？ 笔者认为， 需解决好这

样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 政府的思路能否调

整到着眼长远。 政府的思路决

定政策的导向， 政策的导向又

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向。 过去几

年， 由于地方政府过度注重房

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过度

看重房地产对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财政收入的贡献， 大

炒特炒房价、 地价， 不仅使房

价严重脱离国情、 脱离老百姓

的购买能力， 而且给开发商带

来了巨额暴利， 从而使实体资

本大量流向房地产业， 导致实

体产业 “空心化”。 这种思路

偏差和短视目光， 严重影响了

实体经济的发展。 所以， 政府

能否转变发展思路， 消除短视

目光， 树立发展实体经济为重

点的思路是关键因素。

其次， 国有投资能否发挥

导向作用。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 国有

企业的投资目标和方向， 直接

影响到其他投资主体的目标和

方向。 前些年， 实体资本大量

流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 很大

程度上与国有经济导向作用没

有发挥好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

央企在内的很多国有企业， 把

投资重点放到了房地产等虚拟

经济， 甚至对其他投资主体形

成了挤兑。 发展实体经济需要

国有投资发挥正确的导向： 一

方面，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

业， 凡是有房地产、 资本等非

实体产业业务的， 只要不是企

业的主业， 一律退出， 给其他投

资主体留出空间； 另一方面， 必

须把投资重点放在与其定位相关

的实体经济上， 把一般性竞争行

业的发展空间尽量留给其他投资

主体。

第三， 民间投资能否回归实

业。 改革开放

30

年来， 民间资

本对实体产业的重视和青睐， 为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

证。 近年来， 实体经济的发展速

度明显慢于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的基础越来越不牢固很大程度上

也与民间投资大量转向虚拟经济

密不可分。 如何才能重拾民间投

资对实体经济的信心呢？ 一要在

政策上鼓励民间投资、 引导民间

投资、 激励民间投资， 让民间投

资享受与国有投资同样的政策条

件和地位； 二要打破垄断， 对民

间投资开放市场， 给民间投资以

新的投资空间。 在这方面， 尤其

要防止开门迎客、 关门打狗的现

象， 不仅要让民间投资能够走进

新开放领域， 也要能够让民间投

资在新开放的领域生存下去， 而

不能像民营航空、 成品油市场一

样， 让民间投资做做点缀、 装装

门面； 三要在资源配置上给民间

投资平等的地位和待遇。

另外， 虚拟经济部门能否有

效遏制投机、 消除暴利。 这些

年， 实体资本所以大量流向虚拟

经济， 并不是虚拟经济天然比实

体经济更具吸引力， 而是因为各

项政策措施不配套、 行为的不规

范以及监管不到位， 使虚拟领域

产生了太多的暴利。 要让资本回

归实体产业， 消除虚拟领域的暴

利， 遏制各种投机行为非常紧

迫。 如房地产、 股市、 金融市场

等， 凡是严重脱离实际、 脱离国

情、 脱离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

都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和办法予以

约束与规范， 如征收资本利得

税、 暴利税等。

（作者单位： 江苏镇江市国资委）

切断政府利益诉求是楼市调控核心

周俊生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正在向预期的方向

发展， 国家统计局

12

月

18

日公布的数据

表明， 与上月相比，

70

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49

个，

持平的城市有

16

个。 与

10

月份相比，

11

月份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增加了

15

个。

而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 涨幅均未超过

0.2%

。 与去年同月相比，

70

个大中城市

中， 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4

个， 比

10

月份

又增加了

2

个， 而涨幅回落的城市则有

61

个， 比

10

月份增加了

2

个。

房价下降， 固然让具有居住型、 改善

型这类刚性需求的 “蜗居一族” 看到了希

望， 但是， 一种不安的情绪也开始在市场

出现。 除了高位买入住房的人感到失落，

管理层方面也开始对房价下降可能产生的

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了忧虑。

12

月

17

日，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在上海某钢铁

网站年会上表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宜

出现深度调控。 他的理由是， “整个房地

产业连带着各种各样的消费品， 一直到文

化产业、 文化产品， 这个链条对整个国民

经济的辐射和联动作用太明显了”。 “银

行能承受房价降

20%

以上， 但一旦降价

接近

30%

， 整个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贾康的这番言论， 估计又会引来舆论

的拍砖。 从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来

看， 目前的房价离降价

20%

似乎还很遥

远， 因此他的担忧似乎有点超前。 但是，

政府在进行市场调控时， 必须具有前瞻的

眼光， 否则就很可能在突然降临的新情况

面前措手不及， 从而使已有的成果夭折。

因此， 在房价拐点刚刚形成的时候， 研究

房价下降到一定幅度后对整个经济局面可

能产生的影响， 很有必要。

目前为止， 调控效果主要是靠行政强

制取得的，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 “限购令”，

它不仅使投资投机性需求被清扫出市场，

而且在限购政策许可范围内的刚性需求也

因为对房价进一步下降的预期而迟迟不出

手。 但是， 这种基于行政力量的市场变化

却为未来调控的进一步开展带来不少难

度。 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被用来作为推动

GDP

发展甚至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

一个龙头产业， 尽管经济结构转型已经成

为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的一项常规性工

作， 但既有的经济格局一旦成型， 要想在

短时间里改变它，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

地方政府对

GDP

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需求

却是刻不容缓的。 政府既有能力将房价推

上去， 也有能力基于自我的需要将房价压

下来， 但是， 当房价的下降超过了政府的

可忍受程度时， 也就是贾康所说的 “深度

调控” 出现的时候， 政府同样可以利用它

强大的 “有形之手”， 让市场回到它所需

要的状态。

从目前来看， 房地产市场调控尚无转

向的可能性。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再一次明确，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

不动摇”。 需要注意的是， 此次会议同时

明确了稳中求进的发展方针， 也就是说，

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仍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

要目标。 但是， 在消费增速提升有难度，

出口形势不乐观之际， 保持经济增长最可

行的手段便是拉动投资杠杆，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结束后由国务院发改委召开的全国

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也已明确， 明年要继

续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 很显然， 当房价

进一步下降的时候， 它对诸多相关产业的

“龙头作用” 将不复存在， 以投资来推动

经济保增长目标的实现也将困难重重。

因此， 在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

的前提之下， 未来的房地产调控需要决策

部门拿出更高的智慧， 既要让房价继续有

所下降， 又要避免房价下降伤害到整个宏

观经济。 从目前来看， 相关部门已就明年

扩大房产税试点频频吹风。 房产税的推

行， 确实可以让投资投机者增加持有房屋

的成本， 从而压抑住一部分这方面的能

量， 但房产税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政府基

于自我利益的需要推出的措施， 它使政

府在摆脱了对 “土地财政” 的依赖后有

可能转向对 “房屋财政” 的依赖， 而投

资投机者完全有可能将房产税的成本转

嫁到刚性需求者身上， 从而反过来进一步

助推房价， 因此它显然不应该成为未来市

场调控的重点。

决策部门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我国房

地产市场之所以形成让民众怨声载道的局

面，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政府对这个

市场产生了太多的利益追求， 因此调控的

最核心问题其实是切除政府在房地产市场

上的利益追求， 而不是利用行政权力来强

化这种利益追求。 令人忧虑的是， 调控尽

管在不断深入， 但到目前为止， 政府在这

个市场的利益通道基本未能涉及。 只要这

个格局不改变， 那么， 房地产市场就永远

只能是让政府予取予夺的不完善市场， 政

府随时可以基于自我的需要改变调控政

策。 贾康提出的房地产市场不可 “深度调

控”， 正是曲折地反映了市场调控在未来

可能遇到的问题。

明年上半年降息可能性小

宣宇

明年的利率会如何动， 这取决于明

年的通胀形势。 笔者认为，

2012

年通

胀还将继续维持高位， 估计在

3.5-4%

左右。

2011

年通胀率高位运行主要有四个

方面的原因。 第一， 灾害性天气以及周

期性因素造成部分农产品供给下降， 从

而价格大幅上涨， 例如旱、 涝灾害造成

棉花、 糖类等农作物的减产； 生猪周期

进入能繁母猪和仔猪供应的低谷。 这个

因素更多的是表象性质， 或者属于触发

因素。 第二， 更深入的因素来自货币因

素。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我

国在

2009

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结果是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

2009

年

11

月末， 广义货币供应量

M

2

增速高

达

29.7%

， 创

1996

年以来的新高；

2010

年

1

月末， 狭义货币供应量

M

1

增速高

达

39.0%

， 创

1993

年以来的新高。 货币

的超量发行极大地推升了通胀压力。 第

三， 美国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 （

QE2

）

以及

2011

年上半年中东、 北非的局势

动荡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加大了

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第四， 劳动力

价格上涨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 估计

12

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

CPI

） 在

4%

左右，

2011

年全年可能在

5.4%

到

5.5%

区间。

2012

年国内的通胀压力将得到较大

缓解。 首先， 前期推升通胀压力的货币

因素出现扭转，

2011

年

11

月末广义货

币供应量

M

2

增速回落至

12.7%

， 连续

8

个月回落至

16%

的目标之下； 狭义货币

供应量

M

1

增速更是回落至

7.8%

， 创

2009

年

1

月以来的新低。 其次， 由于世

界经济处于不稳定的弱势复苏阶段， 短

期内大宗商品价格缺乏推升动力， 这将

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第三，

2011

年农

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将促使未来农产品供

给明显增加， 预计明年食品价格涨幅将

明显回落， 而从生猪周期的角度来看，

2012

年猪肉价格也面临下行压力。 第

四，

2012

年

CPI

翘尾因素明显回落。 根

据我们测算，

2012

年

CPI

翘尾因素估计

为

1.5%

， 比

2011

年回落约

1

个百分点。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旧机制被

打破而新机制还没有确立的过渡阶段，

由此带来经济的种种不稳定。 明年主要

经济体 （美、 法、 俄） 都处于选举年

（德国

2013

年为选举年）， 选举年份政府

大都会表现出对经济的关注， 世界经济

在困难阶段的低速增长还可以维持。 明

年世界经济或好于今年， 这对大宗商品

价格形成支撑； 此外， 成本上升 （各要素

成本上升及资源价格改革开启） 对国内通

胀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预计

2012

年中国的

通货膨胀还会继续维持在高位， 估计全年

平均涨幅在

3.5-4%

左右。

在这样一种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

2012

年上半年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小。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确定

明年 “稳中求进” 的总基调，

2011

年的控

通胀政策已被 “稳增长” 替代， 这意味着

明年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将比今年宽松。

具体说， 明年准备金率会继续下调， 预计

至少还有

2

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 就时间

窗口来说， 更多是在明年上半年， 有

2-3

次下调， 如果明年一季度经济运行超出预

期 （经济增速明显偏离

9%

）， 那么不排除

一次下调

1

个百分点； 预计明年全年将下

调

3

到

4

次 （常规调整方式是每次下调

0.5

个百分点， 不排除今年年底之前还下调

1

次）， 下调至

19%

是大概率事件。

而物价涨幅是决定降息与否的最关键

指标。 首先， 从国内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

认为， 如果物价涨幅在

4%

以上， 降息的

概率比较小； 如果物价涨幅在

4%

以内，

降息的紧迫性和可能性才比较大。 只有经

济增长确实远不如预期， 降准备金率达不

到预期的目标， 降息才会摆上桌面。 其次，

是否降息还取决于国际环境。 如果发达经

济体经济基本面能够出现阶段性的稳定，

如果美国现在的零利率政策

(0-0.25%)

出

现变化， 那么国内加息的可能性就随之而

上升。 反之， 如果发达经济体维持目前的

利率状态， 这种外部的约束力就将影响国

内加息。

明年物价涨幅变化取决于两个因素的

影响： 第一是今年

4%

的新涨价因素对明年

的翘尾因素影响， 也就是说在明年上半年

有

4

个百分点的翘尾因素。 即使明年新涨

价因素为零， 明年上半年也会有

4%

的物价

上涨； 第二， 如果明年一季度因为春节以

及气候等因素影响， 再加上国家对资源性

产品调价的影响， 积累的新涨价因素超过

0.5

个百分点， 那么二季度物价涨幅也还将

维持在

4%

以上。 所以从物价走势上来看，

2012

年上半年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同时要说明的是， 如果明年整体经

济增长不如预期， 甚至更糟糕， 比如说，

经济增速明显低于

9%

， 一季度下降至

8.2%

（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二季

度也维持在

8%

左右， 在这种极端的下行趋

势下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存款利率不

降， 但是贷款利率可能做出一定的下调，

但是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还不大。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宏观

研究员）

A

股状态很低迷， 市场迎来小

QFII

。

改善国内资本圈， 引进境外人民币。

机构谨慎畏做多， 股民彷徨怕抄底。

谁在贪婪谁恐惧？ 人性又遇挑战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