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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税”字提到了

３５

次，提及的具
体税种有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等六种。

未来个人和企业会加税还是减税？ 哪些商品可
能加税， 导致价格上涨？ 房地产税和房产税区别何
在？记者采访专家，带你看懂税改将如何影响你我生
活。

税负：增减之间，兼顾公平与效率
对于在上海工作的刘先生来说， 税前收入超万

元的他每月需要缴纳个税
７００

多元；而三年前个税免
征额没有调整时，虽然自己工资不足万元，但个税却
需缴纳

８００

多元。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全会后，个人
的税负会降吗？”

专家介绍，《决定》中与个税相关的主要是两句：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的个人所得税制。在这其中，免征额的调整只是个税
改革的“面子”，如何向富人多征税，发挥个税调节收
入分配的作用，才是“里子”。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税务教研组组长汪
蔚青说，未来家庭赡养的人口、按揭贷款、孩子上学
等情况都有可能成为先行抵扣因素，把握个税“均贫
富”的功能。

对中低收入人群和中小企业减税，与《决定》明
确的“稳定税负”并不矛盾。“稳定税负，相当于给了
百姓和企业一个‘定心丸’。”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
尚希说，这意味着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会保持同步、

协调。

专家认为， 对企业的税负过重， 不利于企业发
展；税负过轻，政府公共事业将无资金支撑。想要让
天平两端保持平衡，“砝码”就是稳定：既不“极速飞
天”，也不“瞬时落地”。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科学首席教授李炜光说，“稳
定税负”还意味着在房地产税、资源税、消费税的增
税改革中， 可能采取对企业和个人的减税让利予以
对冲，以保持宏观税负不会上升，企业和个人的税负
不会大起大落。

房价：提保有成本，房姐房叔缴税多
《决定》指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

革。”专家介绍，我国现行
１８

种税中，只有个人所得
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

３

种税出台了法律，其他都
是暂行管理条例，层级较低，规定简单可操作性小。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无疑将征收房地产税在法律层
面上予以规范和支持。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 下一步房地产税改革方
向是减少房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 增加保有环节
税收，配套推进清费立税。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顾云昌表示， 取消或
减少建设环节的各种费用， 有利于降低房地产业的
税负和融资成本，同时加大土地供应，住房供应量就
会增加，供求关系将带来价格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决定》还指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
任相适应的制度”。这种“适应”至关重要，相当于给
地方“金刚钻”，让它揽“瓷器活”，地方政府不会过度
依赖卖地收入，这势必也将会对房价产生影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 房地产税其实是一
个综合概念，既包括房产税，也包括土地增值税、土
地使用税等相关税种。 未来完善房地产税应在推进
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之外， 还应下调过高的住房用
地税负，简并流转交易环节税费，重点发展保有环节
房地产税，对投机性（短期持有）住房实行高度超额
累进税率。

２０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国务院决定整
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消除“信息孤岛”。业内人士
认为，这将为房产税的逐步扩围和全面推开打下坚实基础。

资源：谁污染，谁“埋单”

《决定》指出，未来将坚持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
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等。

汪蔚青说，目前资源税只涉及原油、金属原矿、天然气、煤炭、盐等，所以
造成很多其他如林木资源等乱砍滥伐，利用效率很低，未来将通过对这些自
然资源利用的有偿化，提高利用效率。

“上游增税会对下游和终端造成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胡怡建说，石油煤炭征收资源税，对交通用电影响最明显，价格可能上涨。

但是，资源开发地主要是中西部，使用地是东部。征收后，中西部贫困地区的
税收会增加，相当于加工企业和最终消费者为中西部的资源消耗“埋单”，这
些税收利益也会广泛分给老百姓。

专家认为，环境破坏的税费，全球都在讨论是否应由“生产排放者”向
“消费使用者”转移的方式。胡怡建说，未来全球范围内是否会推出拥堵费、

碳税等税费，也是我国需考虑的问题。

楼继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下一步将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消费税
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
消费品的调节力度。

“私人飞机等奢侈品如果纳入消费税范围，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国内外的
价差。”汪蔚青说，一些新纳入征税范围的奢侈品可能涨价，而那些划出消费
税范围或税率下降的进口消费品， 企业却并不一定会把这部分优惠让给百
姓。

专家认为，应考虑百姓购买力充分“算账”、谨慎确定税率。

（新华社上海
１１

月
２５

日电）

网络上公开“叫卖”孩子：开价10万元“送”3岁儿子

送养、收养孩子原是非常严肃的法律
行为，然而记者发现，在网上一些不负责
任的父母甚至人贩子公开“叫卖”孩子，美
其名曰需要“营养费”。是谁在买卖孩子？

如何监管网络平台？又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民间巨大的收养需求与正规收养渠道过
窄的矛盾？

网络上以“领养”名义“买卖”孩子
“真心盼子”“送养一名女宝宝”……

在网上只要输入收养、 送养等关键字，便
会跳出数百个网页。有的网站、论坛非常
活跃，滚动发布各种收养、送养信息。记者
在一个自称为国内最大的民间收养网络
平台“圆梦之家”看到，其首页上有多位宝
宝的照片以及送养信息。 该平台公告称，

过去
５

年， 平台已成功搭桥送养宝宝
７８

万
多个。

“

ＱＱ

群” 是民间收养最大的交流工
具。通过搜索，记者发现这样的群多达数
十个，其中部分群成员超过

５００

人。记者随
机加入了其中几个群，看到群里讨论非常
热闹，且每隔几十秒，就会有新人加进来。

在网上，大家约定俗成地将送养孩子
的人称为“宝爸”“宝妈”，领养孩子的则称
为“领爸”“领妈”。由于总是“僧多粥少”，

一旦有“宝爸”“宝妈” 加入进来，“领爸”

“领妈”便会一拥而上，问个不停。记者发
现， 送养的多数是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
儿，有的还在“宝妈”的肚子里，“宝爸”“宝
妈”大部分称自己未婚先孕、超生或者经
济条件差，想给孩子找好人家。

然而这样的送养并非无偿赠送。多数
“宝爸”“宝妈”都会提出经济补偿，若是孩
子还未出生，还需提供待产服务。补偿少
则两三万元，多则十多万元。

记者联系到多个“宝爸”“宝妈”。一位
上海“宝爸”说，由于女朋友意外怀孕，自
己打工收入低没有存款， 无法养孩子，提

出“怀孕期间照顾女友”及生产后提供
３

万
元营养费的要求。 一位同在孕期的深圳
“宝妈”则提出要

５

万元，称“以后一定和孩
子一刀两断”。最让记者吃惊的是，一位江
苏的“宝爸”直接把他

３

岁儿子的照片放在
ＱＱ

空间里，开价
１０

万元，称自己和妻子离
婚了，孩子养不过来。

一位曾经想领养孩子的“领爸”说，他
和“宝爸”“宝妈”见了面，但对方列出了一
长串的补偿清单，总费用达

８

万元，无奈最
终放弃。一些“领爸”“领妈”称“这不是卖
孩子吗”？并且担心中间混杂人贩子。事实
上，在网络上“领养”孩子，一般是谁出价
高谁“领走”。

非法“收养”后，紧接着的是连环造假
按照我国《收养法》规定，涉及生父母

的送养，只有在“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
女”的情况下才可以，而且需要到民政部
门登记确认，严禁买卖儿童或者借收养名
义买卖儿童。最高人民法院等多部门

２０１０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的意见》也再次明确，“以非法获利
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儿
童罪论处。去年一位成都男子将刚出生不
到一个月的女儿通过论坛以

２．５

万元的价
格卖给了河北一对夫妻，最终获刑

５

年半。

事实上，不仅这样的送养、收养不合
法，后续为了给孩子落户，还涉及到一系
列伪造准生证、出生证明等问题。一些论
坛和

ＱＱ

群上， 有不法分子专门以伪造证
件为生，一般一张出生证明价格在

５０００

元
左右。

一位中介向记者介绍， 他们在河南、

山东等地有多个合作医院，而且多是正规
的公立医院， 只要告诉夫妻身份信息、孩
子信息，就能在一周内办好出生证明。“在
我们指定的医院，只要花

４０００

元，如果是
其他省的非指定医院，加价

２０００

元，保真。

这钱也是要分给帮忙的医生的。”

这位中介说， 她做这个生意已经多

年，为很多“领爸”“领妈”服务过。为了让
记者相信，她还传过来一份空白的出生证
明。她甚至透露，自己本身就是某医院的
妇产科医生，条件便利，“不过医院不留存
根，谁都怕担责任”。

“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偷偷摸摸地收
养，要拿出一大笔钱不说，收养后的法律
风险也很高，弄不好人财两空，但现在没
有办法。” 一位一年来都在网上寻找合适
孩子的“领妈”说。

浙江省民政厅儿童福利与慈善事业
促进处处长陈小德说，通过网络收养的多
数不会来民政部门登记，主要原因就在于
送养的孩子大部分不符合计划生育要求，

其生父母也没有达到法律意义上的“特殊
困难无力抚养”， 甚至很可能部分送养方
为人贩子。

与民间私下收养的火爆相比，通过福
利院等正规渠道的收养则显得很冷清。究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福利院的孩子多数为
生病或身体有残疾的。一位杭州的“领妈”

曾多次去杭州福利院， 但每次都失望而
归，“实在没有勇气收养一个病孩”。 该福
利院工作人员孙婧也承认，福利院里的孩
子
９９％

是有病的，“来看的人很多，但领走
的很少。”

警惕网络平台成为拐卖儿童渠道
据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国内的不孕不育率高达
１２．５％

，这意
味着至少有上百万对夫妻有收养需求，加
上不少失独家庭也加入这一“竞争”中，更
加使得局面失衡，而目前现行的正规收养
渠道较窄。

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姜海斌说，

当前网络收养的最大问题是，由于缺少监
管，很可能成为人贩子以及不负责任的父
母买卖孩子的渠道。一位“宝爸”向记者承
认，他是看到孩子这么吃香，才故意抬高
价格。“圆梦之家”也在网站上提醒，这个
平台不时会有人贩子出没。

陈小德表示，对民间收养他们一直持
否定态度。“健康的婴儿被留在身边卖钱，

有残疾才送到民政机构，导致能从民政机
构收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只有从源头上
控制私自收养弃婴，让所有的收养都通过
正规渠道，问题才会有解决的可能。”陈小
德建议国家加大力度打击这种非法收养
行为。

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
表示，通过网络平台的信息沟通可以视为
民间互助行为，但是送养、收养行为正式
确认、收养身份的合法性确立还是要走法
律程序。

“收养、 送养不能用市场化的思维去
考虑， 要从儿童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什么样的环境适合儿童健康安全地生长，

需要政府对两方家庭都进行严格评估，条
件不能放宽。”高华俊说。

（新华社杭州
１１

月
２２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周竟魏董华

有多少“单独”家庭选择生育二胎？

近日，伴随着“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指向，“单独”家
庭再生育意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那
么，在中国

２０００

万“单独”家庭中，究竟有
多少愿意生育二胎？想生的生不了，能生
的不愿生又是为了什么？全社会应如何为
即将到来的人口新增长做些什么？

调查结论各不相同，生育意愿是否等
同于实际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社会与人口
学院院长翟振武牵头组织的一项样本数
近万人的调查显示，符合“单独”二胎政策
的夫妇中大约

５０％－６０％

愿意生育第二个
孩子。这一结论与多个门户网站上的调查
结果类似， 新浪网进行的一项

３

万余人参
与的调查显示，

６４．５％

的网民愿意生育
“二胎”。

但此前上海人口部门
２０１２

年进行的
抽样调查显示，上海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
实际生育并不多，上海户籍

８０

后家庭的平
均生育意愿为

１．２

个孩子， 这些家庭中约
有
８０％

是“双独”家庭。常州市人口计生委
的统计显示，

２０１１

年符合条件的已经生育
一胎的妈妈明确表示愿意再生一个的，只
有

２６．９％

。 而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试点
“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
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的农村地区到现在生
育率也全部低于

１．６

。

翟振武说，不同的调查结果得出的结
论存在差距，其实是因为生育意愿并不一
定能转化为生育行为。“大城市和发达地
区的生育成本较高，生育率比较低，这都
是正常的。政策上不限制，给予了居民充

足的选择空间，至于是不是真的生，居民
可以自行选择。”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
教授说，生二胎的意愿除了在城乡之间有
差别，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这与思想观
念、传统习惯、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关系，所
以在不同地区进行的调查和试点，结果往
往并不一致。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说，启
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
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具体时间。但是，各地启动实施的时间
不宜间隔得太长。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
授指出， 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两孩政
策， 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动，出
现较严重的出生堆积，给各项基本公共服
务带来很大的压力。微调渐进式的调整适
合国情，对经济社会影响适度，这也是不
能现在完全放开普遍二胎的原因。

生育意愿分化背后的隐情
记者了解到，愿意生育二胎的家庭不

少，除了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功
利性生育目的，不少居民是出于“希望孩
子有个伴”“孩子给生活带来乐趣”。

北京白领郝小姐说，二胎带来的职场
遗憾和经济负担固然存在，但更重要的还
是个人的态度，“家庭和职场并不是对立
的关系，可以兼得，我享受和孩子一起成
长的乐趣。”

从事行政工作的何慧是“最早一批的
独生子女”，因为“想给女儿再生一个做伴”，

她和丈夫期待“双独”政策放开已有数年之
久。何慧说，小时候自己就很羡慕小伙伴家
里有哥哥姐姐，希望能为女儿弥补自己童年

的遗憾。

而对于不愿生育的家庭，职场竞争激
烈“不敢生”、 生育观念业已形成“不愿
生”、生活成本的压力大“生不起”，都是降
低生育意愿的原因。

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不敢生”是不
少白领女性的普遍心态。一位资深的企业
人力资源总监告诉记者，在招聘女性新员
工时， 公司一般倾向于已经婚育的员工，

“尤其是已经二十七八的， 一进来马上就
要结婚生育，工作时间和效率都要大打折
扣，‘单独’一放开，下次招聘还得婉转问
问觉得孩子需不需要伴。”

对于成长在“计划生育”年代的
７０

后、

８０

后而言，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几十年的
计划生育政策，早已让他们的婚育乃至家
庭观念都发生了改变，伴随着丁克家庭流
行的“不愿生”文化也已被越来越多年轻
家庭接受。

影响生育意愿的另一因素则是生育
成本。上海白领周小姐女儿不到三岁，虽
然符合“单独”生二胎的条件，但高昂的
生育成本让她望而生畏。“花钱从怀孕就
开始了，每次产检若想少排队，挂个特需
号就是

３００

元一次，产检加上生产住院的
费用，接近

２

万元；请月嫂一个月
８０００

元，

节假日还要算双倍或者三倍工资； 奶粉
按

２５０

元
／

桶计算， 一年的奶粉钱就差不
多
１

万元； 孩子没人带想送去幼托班，一
个月至少

２０００

元； 未来如果想给孩子学
个钢琴什么的， 兴趣班支出每月又是一
大笔……”

未雨绸缪，社会需要做哪些准备？

毕竟，“单独” 二胎的政策实施后，出
生人口必然会有所增加。在教育、医疗等

优质资源原本紧张的现实环境下，社会要
为这一政策的实施做哪些准备？

专家建议，应从错峰生育、完善优质
教育和医疗资源的配置等多方面着手，应
对即将到来的新增人口，同时，还要探索
分担家庭的抚育成本，解决“不敢生”“生
不起”的后顾之忧。

王培安表示，从全国来看，符合“单
独” 二胎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
大，再加上各地启动实施政策会有“时间
差”， 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
增长的问题。对部分符合条件人数较多的
地区来说， 可以采取倡导合理生育间隔、

优先安排年龄较大的单独夫妇再生育、做
好再生育审批等，防止出生堆积。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指出，应对出生人
口的增长，还要注重优质教育、医疗资源
等资源的合理配置， 预防加剧看病难、入
园难、升学难等问题。“伴随着新一轮的人
口增长，儿童医院、幼儿园、公立小学等与
孩子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源如何调配，需要
多部门形成合力，未雨绸缪，在生育未开
始前就做好相应的规划和准备。”

翟振武说， 此次政策受惠的人群主
要集中的城市家庭， 再加上城市的流动
人口进城生育和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第
四次人口出生“小高峰”，三重压力下，要
提高城市医院的妇产科资源和儿科资源
承载能力， 应对即将成为常态的人口新
增长。

“生育成本不仅仅是通过经济负担去
衡量的，还体现在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精
力成本等多方面。”李建民指出，中国的生
育水平多年来维持在

１．５－１．６

的水平，要
将生育率提升到

１．８－１．９

的水平， 解决年
轻家庭的后顾之忧， 应通过完善配套体
系、捍卫职工权益等多重机制，分担家庭
的抚育成本，“比如， 大型企业自建幼儿
园、托儿所等就能极大的降低职工抚育成
本。”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２０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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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周蕊姚玉洁周婷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