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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上海老饭店

陈思进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

每逢

节假休闲日

，

总会在

“

吃

”

字上面下功

夫

，

没办法

，“

民以食为天

”

嘛

！

而满足

食欲最好的办法

，

就是品尝不同国家

的菜肴

。

比如我在纽约生活的时候

，

节假

日就经常到华埠隔壁的小意大利

，

去

享受意大利的美食

。

不过意式大菜吃

多了

，

还是会回过头来选择中餐

，

首选

当然是上海菜了

。

纽约华埠

（

唐人街

）

的上海馆子很

多

，

有绿波浪

、

绿杨村

、

上海老正兴和

上海老饭店

……

我和太太小玲最最喜

欢上海老饭店

。

一走进上海老饭店

，

便

有浓浓的怀旧味道

，

四面墙上挂有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女画

，

店堂里放

送着周旋的歌曲

，

仿佛走进

《

十字街

头

》

和

《

八千里路云和月

》

的年代

。

不

过

，

当生煎馒头

、

蟹粉小笼

、

糯米烧卖

、

糍饭糕

、

青菜泡饭

、

糟钵头等一一摆上

桌

，

马上就又回到了现实

。

都说上海的南翔小笼好吃

，

出国

前也吃过几回

，

去年回上海探亲

，

岳父

岳母特意陪我去嘉定

，

就是冲着南翔

小笼

，

品尝下来还是觉得上海老饭店

的小笼包

，

要比南翔小笼好

，

它皮薄

、

汁多

、

味道鲜美

，

一口咬下去满嘴溢

香

。

而纽约上海老饭店的糍饭糕

，

跟我

印象中孩提时的糍饭糕一样

，

口感外

脆内糯

，

再佐以青菜泡饭

，

可说是天下

一大美食

。

而纽约上海老饭店和小意大利

区

，

正好是

Mulberry

街的南北两头

，

往北走到尽头

，

街道两旁便是大大小

小的意大利餐馆

、

咖啡馆和杂货铺

。

有

一年大年初一

，

我和小玲先逛到小意

大利区的杂货铺

，

买了新鲜的通心粉

，

然后掉转头往南走

，

准备到上海老饭

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

说来或许不信

，

出国这么久

，

我还从未和家人坐下来

吃过一顿团圆饭

，

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

出乎意料的是

，

沿途我们看见中

餐馆门前都排起了长队

。

我心想

，

糟

了

，

这会儿想坐进上海老饭店大概有

难度

。

果然

，

还在马路对面呢

，

但见饭

店门口已是一条长龙

，

几乎全是老

美

。

我俩乘兴而来

，

绝不能空着肚子扫

兴回家

。

于是我走进饭店

，

询问老板娘

得等多久才能坐上位

，

老板娘告诉我大

约一小时

。

太久了

！

无奈中我决定点几个外卖

带回去

。

在等着拿外卖的空闲放眼望去

，

十几个桌面上除有一桌亚裔外

，

像模像

样手拿筷子

、

津津乐道坐那儿的全是白

人

。

没想到惜时如金的美国人

，

为了在传

统的中国年里吃上一顿中餐

，

竟然耐心

极好甘愿等待

。

我感慨地对小玲说

：“

这

帮

‘

美国佬

’

平时神气活现的

，

在中华美

食面前

，

一个个显得恭恭敬敬

，

倒透着几

分可爱

！ ”

久而久之我留意到

，

生活在纽约的

老美几乎都是中国通的美食家

。

他们不

像外州的老美

，

只会吃甜酸肉

、

蘑菇鸡

片和宫保鸡丁等

“

美国化

”

了的中国菜

。

纽约的老美会按照他们的喜好

，

去寻找

不同菜系的地道中餐馆

，

以满足舌尖上

的欲望

。

比如

，

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

“

五

粮液

”

饭店

，

是典型的川菜馆子

，

我每次

去那儿吃饭

，

店堂里也是老美要比中国

人多

。

因此我不禁联想到

，

企业要么做大

做强

，

要么做小做精

。

虽然目前中餐馆还

无法像麦当劳

、

肯德基那样做大满足大

众

，

但中餐馆小而精的特色菜系

，

亦能展

现自己的特色服务小众

。

把生意做得红

红火火百年不衰

，

也未尝不是一种经营

之道

。

（

作者系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顾问

）

推行免费医疗将提升俄罗斯竞争力

乔新生

俄罗斯卫生部长在一个论坛上援

引宪法宣布

，

政府将保证俄罗斯公民

在国内免费享受医疗服务

，

而且医疗

服务项目每年都会增加

。

迄今为止

，

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

宣布实行免费医疗保障体系

。

而实行

免费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大体上可以

分为两类

：

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覆

盖高端医疗保障体系

；

另一类是真正

意义上的全覆盖低端的医疗保障体

系

，

前者如英国

，

后者则如印度

。

全覆

盖高端医疗保障服务体系的含义是政

府不仅负责基本的医疗卫生检疫服

务

，

而且负责疾病的诊断医疗与康复

保健服务

。

全覆盖低端医疗保障服务

体系的含义是政府负责基本的社区卫

生服务

，

提供最基本的医疗诊断服务

，

但由于医疗经费和医疗水平有限

，

政

府无法承担全民基本的保健服务

。

俄

罗斯实行的免费医疗服务

，

可能介于

高端与低端之间

。

之所以建立全民免费医疗服务

保障体系

，

是因为医疗保障属于最基

本的人权保障

。

无论富贵还是贫贱

，

在医疗服务保障方面都应该享受平

等的权利

。

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

样

，

由于医疗保障服务属于专业服

务

，

需要由专业人士提供

，

而专业人

士的培养以及医疗保障设施的建设

都需要大量的投入

。

如果一个国家的

财力有限

，

那么

，

很难建立全覆盖的

医疗保障服务体系

。

许多国家在建立

医疗保障服务体系的过程中采取两

条腿走路的方法

，

一方面由政府出资

建立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

，

另一方面

鼓励市场主体进入医疗保障领域

，

以

市场经营的方式为公民提供医疗诊

断服务和医疗保险服务

。

在我国广大

农村

，

还实行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

度

，

村民缴纳一定费用之后

，

可以获

得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

。

在一些省市

还实行大病医疗保险制度

，

由政府出

资缴纳保险费

，

保险公司承担大病医

疗保险服务

。

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正在缓慢复

苏

，

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能源出口增加

财政收入的局面正在改变

。

俄罗斯宣

布实行免费医疗服务

，

是因为俄罗斯

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撑庞大的免费医

疗保障体系

。

对俄罗斯这样一个人口

负增长的国家来说

，

建立全覆盖的免

费医疗保障服务体系

，

不仅可以确保

俄罗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

而且有可

能会导致俄罗斯的出生率发生变化

。

实行免费的医疗保障体系改革

，

实际

上是俄罗斯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

确

保俄罗斯核心利益不受损害的一个基

本国策

。

当然

，

这项改革能否真正达到预期

目的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

但不管怎么

说

，

世界大国中又增加了一个提供免费

医疗保障服务的国家

。

作为世界大国

，

中国正在建立独具特色的医疗保障体

系

。

但是现在看来

，

中国医疗保障机制

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

，

如何处

理政府资源配置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关

系

。

从理论上讲

，

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

投入资金越多

，

中国居民享有的医疗保

障服务也就越多

。

但客观事实并非如

此

。

近些年来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投入

的资金越来越多

，

可是普通居民

“

看病

难

、

看病贵

”

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

之所

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

是因为我国医疗资

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

少数

居民享受着优质的医疗资源

，

而多数人

则承受着医疗资源不足所带来的各种

压力

。

实行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

彻底改变目前这种按照身份分配医疗

资源的做法

，

是今后我国医疗保障体制

改革的突破口

。

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

，

建立中国的多元化医疗保障体系

，

中国

居民才能享受到普遍意义上的医疗保

障福利

。

今后应当加快改革我国的医疗

保障体系

，

让更多的医疗资源直接用于

普通居民

，

而不是层层截留

，

在医疗领

域形成垄断或者变相垄断的局面

。

可以

毫不客气地说

，

中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

革触及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切身利益

，

公务员能否放弃医疗保障服务特权

，

将

是衡量我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成

功的关键

。

（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

究院院长 、教授

）

全面推行房产税时机已到

木木

记得十年前

，

曾经和两位同事一

起采访财政部专家贾康

，

其间谈到房

产税的问题时

，

贾康的一番论述颇为

形象

、

生动

，

以致虽经十年风霜岁月磨

砺

，

记忆仍未消磨分毫

。

当时他说

，

从国外的经验看

，

房产

税确实是一块

“

肥肉

”；

从目前的财政

税收情况看

，

对这块

“

肉

”，

不到非常时

期

，

政府应该是轻易不会动的

。

至于

“

非常时期

”

所指

，

应该包括税收增长

大幅放缓甚至出现下降

，

而且形成趋

势

；

房地产行业发展失序并严重影响

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及社会稳定

等

。

到那个时候

，

房产税一定会全面铺

开

；

至于具体的政策安排

，

那都是技术

问题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一旦铺开

，

就

一定要让它解决相应的问题

。

十年间

，

开征房产税的呼声

，

不时

就会汹涌一下

，

2011

年

，

上海

、

重庆甚

至开始了相关的试点

，

但正如贾康当

初所言

，

房产税还真就没有很

“

轻易

”

地全面铺开

。

那么

，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必须

全面铺开房产税的

“

非常时期

”？

表面

上看

，

形势似乎还很不错

，

远未达到

“

令人窘迫

”

的地步

，

虽然外围形势依

然严峻

，

但国内经济仍保持着较高增

速

；

前

6

月

，

全国税收虽然增速有所回

落

，

但同比还是实现了近

8%

的增长

；

地方债务问题虽不时有人点上一炮

，

搞得人心惶惶

，

但各地方政府的日子

似乎过得也还不错

，

即使那些所谓

“

鬼

城

”

的

“

父母官

”，

亦未见有谁哭天抹

泪

、

抹脖子上吊的

。

不过

，

这似乎都属表面现象

，

实际

情况应该并不容乐观

，

否则

，

也就用不

着搞什么

“

壮士断腕

”

了

，

没有性命之

忧

，

谁愿意没事儿剁自己的手啊

！

目前

来看

，

能够给社会稳定

、

经济生活健康

持续发展造成致命影响的

，

除

“

腐败问

题

”

外

，“

房地产

”

毫无疑问也应该大名

上榜

。

相信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上

，

应该对此有一个比较系统

、

明

晰的

“

清算

”。

否则

，

中国发展前景不容

乐观

。

时至今日

，

我们不能不承认

，

房地

产行业的发展

，

已经远远脱离了改革

之初所设定的理想

“

轨道

”，

而日益成

为一个

“

坏动力

”———

不但促进了寻

租

、

腐败的蔓延

，

败坏了社会风气

，

破

坏了社会公平

、

正义

，

加剧了贫富分

化

，

更重要的是

，

这个行业对经济社会

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

“

釜底抽薪

”

的消

极作用

，

几乎整个社会的注意力

、

整个社

会的各类资源都被吸附在这个行业上无

暇他顾

、

无力自拔

。

如果不彻底改革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路径

，

我们孜孜以求的转方式

、

调结构

，

实现社会公平

、

和谐等形而上或形而下

的诸多改革举措

，

都有可能半途而废

，

增

强国家竞争力

、

实现

“

中国梦

”，

也不可避

免地成为永难实现的

“

梦想

”。

以刚刚预

热的上海自贸区为例

，

如果什么事都还

没有做

，

房价就先被炒到天上

、

炒到凌霄

宝殿去

，

其前途

、

命运也就很不乐观了

；

毕竟

，

我们建立上海自贸区

，

追求的不是

再造一个香港

，

也不仅仅是大部队出发

前放出的尖兵

，

而是要着力打造一个打

破既有或有束缚

、

整合世界资源

、

助力经

济更上层楼的大舞台

。

这个梦想

，

不能让

高房价给毁了

！

彻底改革这个行业

，

使其归入正道

，

尽快全面推开房产税

，

是

“

牛鼻子工程

”。

虽然也有人推测

，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房

产税定的调子

，

不太可能实现

“

惊人

”

的

突破

，

仍将表述为

“

适时开征

”。

但需要注

意的是

，

无论是外围形势还是内部环境

，

留给我们从容转圜的余地已经颇为逼

仄

，“

当断不断

，

反受其乱

”，

既然改革的

方向已经确定

，

尽快着手安排实施

，

就是

题中应有之义

。

否则

，

高位进入的巨量资

金悬在那里并继续往更高处攀升

，

晚一

天改革

，

风险就会积聚一分

，

日积月累下

来

，“

适时

”

之机还真不太好找

。

此前

，

中央政府曾强调要

“

盘活存量

资金

”，

我看

，

沉积在房地产行业里的资

金显然是最需要盘活一下的了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以缩小贫富差距的名义开征遗产税……

肖国元

富人死后要交遗产税

，

似乎是普

遍现象

，

据说世界上有

114

个国家都

开征了这个税种

。

所以

，

即使在中国开

征

，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

甚至按照某些

人的说法

，

目前在中国开征遗产税可

谓名正言顺

、

正当其时

。

所谓

“

名正言顺

”，

一曰开征遗产

税可以调节贫富差距

，

有利于实现社

会公正

；

二曰开征遗产税有助于人们

确立正确的财富观

，

有利于代际之间

的公平竞争

。

而所谓

“

正当其时

”，

就是

近

30

年来

，

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富人

，

为遗产税准备了前提条件

。

而最最关

键的是

，

在许多人眼里

，

这些早富者的

财富并不那么纯洁干净

，

大多背负着

寻租

、

垄断

、

政商勾肩搭背等巧取豪夺

式原罪

。

遗产税历史悠久

，

声名远播

。

其名

实之间值得言谈之处甚多

，

那些冠冕

堂皇的理由

，

大多也是因历史承袭之

故而代代相传

，

仿佛天生如此

。

遗产税最早产生于

4000

多年前

的古埃及

，

出于筹措军费的需要

，

埃及

法老胡夫开征了遗产税

。

近代遗产税

始征于

1598

年的荷兰

，

其后英国

、

法

国

、

德国

、

日本

、

美国等国相继开征了

遗产税

。

理由不外乎开征遗产税可节

约资本

、

平均社会财富

、

减少社会浪

费

、

提倡劳动所得

、

增加国库收入以及

补充所得税的不足等等

。

其实

，

不论什么国家

，

富人总是少

数

，

对少数人采取行动

，

道德上的优越

感足以保证立法容易获得成功

。

事实

表明

，

在绝大多数非富之人眼里

，

富人

不仅生时生活铺张奢侈

，

死后还留下

连城财富

，

这似乎非常不公

。

但是

，

在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

，

要对

富人死后的巨额财富有所作为

，

只能

从法律上打开缺口

，

而遗产税是比较

方便的手段

。

因此

，

自遗产税降临以

来

，

就难脱

“

多数人暴政

”

的干系

。

人死

不能复生

，

更不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

。

而在近乎

“

天上掉馅饼

”

的意识环境

下

，

其继承人也没有更好的理据对抗

遗产税

。

其实

，

那些堂而皇之的开征遗产税

的理由

，

并没有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

可以说

，

遗产税的开征更在乎的是道德

人伦

，

而不是其经济逻辑的自洽性

。

不

过

，

随着时间的演进

，

历史悠久的遗产

税的吸引力逐步减弱

。

尤其是近

10

年

来

，

由于征税成本太高

，

一些国家

、

地区

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境而意欲废弃遗

产税

。

距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早在

2006

年之后就停征了遗产税

。

近年来

，

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呼声

越来越高

。

但是

，

对于中国而言

，

是否

开征遗产税

，

有两点值得特别重视

：

一

是因制度性遗漏造成的贫富不均问题能

否通过遗产税来解决

。

二是对于处在市

场经济发展初期的中国而言

，

健全与完

善私有财产保护有利于经济发展

，

开征

针对私有财产的遗产税会产生极大的副

作用

。

改革开放至今

，

伴随着国民财富增

长的是贫富差距

。

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

比较温和的数据

，

中国的基尼系数也达

到了

0.47

的高水平

，

位居世界前列

，

而

且分化的趋势并没有终止与转折的迹

象

。

虽然贫富分化不只是中国的现象

，

市

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欧美日以及香港等经

济体也素以分化著称

，

但是

，

对于中国与

域外的贫富分化

，

我们必须慎重处理

，

不

可笼而统之

。

事实上

，

中国贫富分化的主

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

、

政府干预

过多

、

行政垄断与由此产生的大量寻租

活动

。

因此

，

缩小贫富差距的路径选择应

该是以强化市场力量与限制政府力量为

核心的市场化的深入

，

而不是从结果的

角度去消灭富人

。

这好比毒树结了毒果

，

铲除毒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不过

，

有关遗产税

80

万起征点的传

闻虽然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戏言

，

当不得

真

，

但多少显示了某些方面对待遗产税

的思路与逻辑

。

而已经实施了的个人所

得税最后变成了工薪税的事实预示了遗

产税的可能结局

。

由此可知

，

那些希望借

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的主张显得多么的

幼稚

。

金字塔式的财富分布模式的根基在

于对私产的保护和对创新与风险的激

励

。

比尔

·

盖茨富甲天下

，

是美国政治经

济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

，

而这一切的核

心在于对私有财产的严格保护

。

开征遗

产税的利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

于

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的中国而言

，

弄清

这一点尤其重要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言为心声】

建立全覆盖的免

费医保体系，不仅

可以确保俄罗斯

人口素质不断提

高，而且有可能会

导致俄罗斯的出

生率发生变化。

【三思而论】

纽约的老美会按

照他们的喜好，去

寻找不同菜系的

地道中餐馆，以满

足舌尖上的欲望。

【缘木求鱼】

时至今日，房地产

行业的发展，已经

远远脱离了改革

之初所设定的理

想轨道。

【元来如此】

缩小贫富差距应

该借助强化市场

力量与限制政府

力量来进行，而不

是从结果的角度

去消灭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