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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
些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热衷
于造“新城”，动辄规划数十平方
公里的新区、新城。由于缺乏合理
规划，不少“新城”成为“空城”。房
地产泡沫蔓延的风险、 土地资源
浪费的阴影、 过分依赖土地财政
的隐忧， 也渐渐浮现。（9月3日
《人民日报》）

空城、 鬼城早已不是新闻，如
今连最后的伪装也拆穿了———多
地新城遭业主抛弃成为空城。鄂尔
多斯、贵阳、昆明呈贡新区……“鬼
城”的队伍，一直在不断扩大。而此

前有报道称， 中国660个城市约有
6540万套空置房， 可供2.6亿人居
住，空置率达到惊人的40%。数据未
必权威，但背后空置率畸高的问题，
却是无法否认的。极高的空置率，意
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显然不利于
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空城为何越来越多？ 造城冲
动为何屡禁不止？ 如此考问早已
千百遍，答案也不言自明。正如专
家分析所言， 地方利益和以GDP
为导向的发展思路是“造城”的重
要动机。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往往
被“政绩” 蒙蔽了双眼，“建城”之

后，后续的公共设施、社会生活设
施等的建设，却迟迟未能跟上，继
而业主抛弃新城使其沦为“空城”、
“鬼城”，不过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众所皆知， 贪大求快、 盲目
“造城”之风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浪
费和资金风险。此外，政府负债建
设， 也必然影响政府在其他公共
服务上的投入， 对民生问题的影
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城镇化应以
人为本，“人” 才是城镇化的核心
内容、城镇化建设的“灵魂”，这般
常识，人尽皆知，但地方官员在实
际建设中， 却往往将这一常识抛

诸脑后，导致拍脑袋决策、无程序正
义的决策频频出现，也导致“鬼城”
不断。 当土地城镇化的步伐远远超
过人的城镇化，空城、鬼城的出现，
便有了某种必然的逻辑。

不仅浪费社会资源， 更有经济
风险的“造城”冲动，对其进行遏制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要如何做？一方
面，便是约束权力，凡事都要经过必
要的程序正义，权力不能干扰程序，
只能在自己的空间活动；另一方面，
则是约束财政， 要充分保持财政的
公开透明， 每一笔财政的来龙去脉
都应该清晰明了， 同时应充分征求

与尊重民意，让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
上， 而不是花在某些官员的面子工
程、政绩工程上。此外，便是改善官员
的政绩考核方式，让官员升迁与GDP
考核没有必然的联系，才能遏制地方
官员“造城”的冲动。

城镇化是必要的，但应该遵循基
本经济规律，不能跑偏，也不能跑得
太快。请开足马力一路狂奔的“造城”
者放缓脚步，静心听一听那句印第安
人的古老谚语：别走得太快，让灵魂
跟上来。须知，城市的灵魂是“人”，而
不是一座座“空城”。

■本报评论员 龙敏飞

“你可百度一下。”

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纪念日， 然而不少年轻人对此并
不了解。日前，记者来到洛阳市洛
龙区的一所高校， 随机采访了20
名大学生。 大部分同学都表示不
知道，并如此提醒记者。

浮生如梦： 不要把自己悲恸
或欣喜的历史给忘了。

痴心绝对： 此纪念日应载入
小学、中学教材。

莫名的有伤： 有多少字都不
会读了，有多少历史都不知道了，
我们知道的只有度娘!

牛牛LV兔兔：貌似现在很多
大学生连“南京大屠杀”这件事都
不知道。

暮鼓5136896：这个纪念日
我也不知道啊，从来没听说过!我
还一直以为是8月15日。

“总是微笑的就只有机器猫
了。”

通过对嘴角“做工程”，让人
看起来像在微笑， 这就是整形大
国韩国最近兴起的“微笑手术”。
日本众多门户网站对“微笑手术”
在韩国成为话题进行报道， 很多
日本人对该手术并不赞同， 甚至
如此留言。

加油向前：脸是假的，胸是假
的，连笑都是假的了。

领队来了： 不得不说韩国人
是一个有强迫症的民族， 对一切
华而不实的外表有着执着的追
求，太让人震惊了。

月移西楼：笑比哭好！
表哥是我： 终于知道韩国人

为啥都一个样。
长年累月：要我说，微笑手术

也算不得什么， 谁不希望自己看
起来受欢迎，拥有迷人的微笑？

8月4日上午，河北律师韩甫
政第二次向国家税务总局寄送
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这一
次，韩甫政追加了公开“2012年
我国公民个人纳税总额占全国
税收收入的百分比” 的申请。在
韩甫政看来， 如果能得到答案，
就意味着他困扰、研究4年的“人
人是否都是纳税人”的问题能从
国家层面找到答案。（《中国青年
报》9月3日）

长期以来，以国家为本位的
思想占据税收征收的整个过程，
无视纳税人的权利。这种税收理
念的存在，使我国在税收制度的
设计上、税法制定的程序上及税
务管理的制度上等都站在国家
的角度上，而忽视纳税人的权利
需求， 纳税人仅负有纳税的义
务，而谈不上权利。由此，就出现

了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无权利
的怪状。

律师韩甫政指出，“根据我
国法律法规规定， 事实上负税
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法律上的
纳税人。 有纳税的事实但没有
纳税人的名分和资格。”直白地
说就是“大多数人只有掏钱埋
单的份儿， 并没有纳税人的身
份和资格”。结合我国纳税人权
利意识不强和身份意识不足的
现实， 这种对纳税人定义较真
的做法，是一种启蒙，甚至可以
说， 这能让公民增强纳税人意
识，进而主张自己的权利。

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国
家将税收收入从纳税人手中转
移到国家手中， 并为纳税人提
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其
权利和义务是在国家与纳税人

之间的双向流动，是处在一个平等
基础上的。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
们才能真正尊重“税民”，也才能明
白为“纳税人定义”较真的意义所
在。税收是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
缴税后，就享有相应的权利，政府
收税后，就该给纳税人提供相应的
服务或者公共物品。

《2008年公民税权手册》告诉
了很多国人并不知道的“常识”：一
袋售价2元的盐， 包含大约0.29元
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喝掉
一瓶售价3元的啤酒，就为国家贡
献了近7毛钱的税收； 而一包8元
的烟，包含大约4元多的税。因此，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梳理纳税人
定义的准确度， 主张自身的权利。
若能做到这点，才意味着“纳税人
定义”较真价值的落地和实现。

■朱四倍

新城变空城，皆因没“灵魂”

为“纳税人定义”较真值得呵护
非常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