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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南京婚前房屋产权

证加名将征收契税，南京

市地税部门证实，从8月

23 日开始，这种收费已

经在进行中了，他们已经

通知有关部门对于婚前房屋产权证加名

行为征收契税。（8月24日《扬子晚报》）

所谓的“加名税”其实是一种针对土

地、房屋权属转移或变更而征收的契税。

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婚姻一方，于婚

前将自己所独有的房产，按比例分解，然

后将其中一部分转移给婚姻对象，并对转

移部分缴纳契税。

按照以往的惯例，婚前房产加名是不

征收“加名税”，即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契

税的。之所以不征，原因在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

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税”，各税务部

门的理解是，缴纳契税以房屋产权的整体

转移为对象，对于夫妻与准夫妻之间部分

土地、房屋产权的变更，是不征税的。

如今新的婚姻法解释出台，将婚姻中

的房屋产权归属进一步明确，这导致了婚

前房产加名潮。于是税务部门祭出了“加

名税”这么一项税收，其目的显然一是适

当抑制婚前房屋产权加名行为，减少过多

过繁的部分产权转移对税务部门相关工

作资源的占用；二是提示婚姻双方加名需

要付出成本，促使其重新审视婚姻中感情

与物质财产等的权重，以更加慎重的态度

面对婚姻。

然而，税务部门忽略了一个最起码的

前提，那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婚姻

中感情成分为主显然已经被财产等物质

的成分为主所代替。人们不会因要征收

1.5万元的“加名税”而放弃100万元房产

的一半产权。对于婚姻对象，特别是要求

加名的一方来说，“加名税”你收或者不

收，加名都是必须的。

一方面，税务部门希望通过征“加名

税”适当缓解“婚前房屋产权确认的高

潮”；另一方面，婚姻对象打死也要加名，

不以征税与否为意识转移。于是，“加名

税”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人们心目中的

“趁火打劫税”。

那么“加名税”既然无法改变不理性

的加名潮，更无法拯救婚姻互信危机，依

据中国目前税收应该适当减轻，还利于民

的总体形势，以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理

应以整套房屋为对象的征税原则，“加名

税”还是不要征收的好，以免让人觉得政

府部门是重利轻义、趁火打劫的！

刘鹏

房产“加名税”有趁火打劫之嫌

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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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1.8万吃不起肉，那肉都卖给谁呢？”

——广州一位郭先生打电话到电台

向省领导诉苦：“三年前，我们两口子每月

收入一万六，现在也才一万八，养房养车

养孩子，压力大得不得了”。他还表示，每

周回父母家吃顿东坡肘子就“很奢侈”。

此说掀起热议，仅搜狐跟帖就达5200条。

“国内有关部门应该先给自己打针

‘责任激素’”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其发

布的调查报告中称，阿迪达斯、李宁等国

内外知名品牌的产品中含有“环境激素”

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医学实验证明

这类激素可能导致性早熟，并在一定程度

上会抑制雄性体征的发育。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8月23日凌晨，有微博网友上传司法部

司法行政学院副教授张海峡评价留法女大

学生的视频，视频中张海峡称凡是中国大

陆的女孩子到法国留学的，回来之后都烂

得一塌糊涂，都是超级潘金莲。该微博经

于建嵘转发后被网友围观。（8月24日《新

华网》）

为何会传播“留法女大学生都是潘金

莲”？一方面凸现了教授的空虚，教授想要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应努力使自己的语言

说得活泼生动，可他们却将眼睛盯在了“雷

语”，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与教授不潜心学

问有关，肚子里没有多少新鲜东西，也恐怕

只能是用“雷语”来吸引学生了；另一方面

也显现了学生的乏味，对于教授这种“雷

语”，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传播的价值，可偏

偏从课堂很快搬至网络，特别是微博，疯传

这样的“雷语”，只能说这个社会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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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女生都是潘金莲”

今年36岁的肖强兵从2008年至今，他

先后换过4份工作，在这些单位的工作时

间短则两个月，长则十个多月。每离开一

家用人单位，他便将单位告上法院，理由多

是加了班没给加班工资、不签书面劳动合

同等。4场官司，他打赢了3场，剩下一场

官司正在打。一些输了官司的用人单位

称，肖强兵进公司不是为了上班，而是为了

“打官司挣钱”。（8月24日《重庆晚报》）

被人称作“较真哥”的肖强兵实在很让

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汗颜，四年换四份工

作，每次碰到的都是加了班不给加班工资、

也不肯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企业。就算他是

为了“打官司挣钱”，这不良企业未免也太

多了，怎么一找一个准？

如果他不是故意去这种企业求职，那

就更可怕了，说明劳动者合法权益受侵害

的情况已相当普遍。而劳动保障部门对此

却毫无所觉（或者说在装聋作哑），没有及

时采取措施处罚违法企业，维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以至于这些无良企业的老板也

把不签合同和强迫加班当成了理所当然，

不去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对举报其违法

行为的员工耿耿于怀，诬蔑肖强兵进公司

不是为了上班，而是为了“打官司挣钱”。

可肖强兵要真是为了“打官司挣钱”，又何

必在企业里呆几个月之久，快进快出不是

赚得更多吗？

相比随处可见的不良企业，“较真哥”

还是太少。劳动保障部门监管不力固然是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现象较普遍的主要原

因，劳动者担心怕丢工作或企业报复而不

敢出面举报和投诉也是很多企业胆大妄

为，不拿劳动法规当回事的重要原因。如

果每个企业都有像“较真哥”这样的人，老

板还敢肆无忌惮的侵害员工利益吗？

肖强兵说，前不久，以前的同事告诉

他，自从他打赢官司后，单位的1000 多名

员工每月待遇提高了500多元，工作时间

也比过去短了许多，大家都很感谢他。这

家企业提高员工待遇当然不是在发善心，

而是官司打输后的本能反应，生怕有员工

再跟着学样，让企业赔更多钱。这本身也

说明企业不是不能遵守劳动法规，只是以

往的违法成本太低，企业才不把劳动法规

当回事。

要让企业自觉遵守劳动法规，不仅需

要更多员工像“较真哥”一样勇于维护自己

的权益，还需要劳动保障部门尽职尽责，严

厉惩处劳动违法行为，震慑违法用人单位，

别总是让员工自己去法院打官司维权。违

法企业要查处，失职渎职的劳动保障部门

同样要严厉问责。 杨国栋

“较真哥”
让劳动保障部门汗颜

reyiR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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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下午在上海闵行区航华二村

三街坊152号，一名年轻女大学生疑因感情

纠纷坐在五楼窗台上试图跳楼轻生，犹豫

很久后，被楼下大批围观群众拍照甚至起

哄，最终该名女子在起哄声中纵身跃下 5

楼，所幸无生命危险。（8月 24日《东方早

报》）

因为碰到伤心事，想要跳楼，面对这样

的年轻女大学生，我们该千方百计施救，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居然会有一些围观者

在拍照甚至起哄，怂恿人家赶快跳楼。结

果这位女大学生也真的跳楼了。

围观跳楼，起哄跳楼，我们已经见过，每

一次都会引发社会道德的批评，可如果再

碰到，似乎仍然会陷入同样的困境。这是

令我们痛心的。8 月 22 日，网络热议的“天

津版彭宇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庭审现场，声称被撞的王秀芝

老太情绪激动，一度失声痛哭。但车主许

云鹤则称自己是“好心助人反被讹”。无论

是南京的“彭宇案”，还是“天津版彭宇案”，

都引发公众的焦虑，担心自己做好事会被

讹诈。因为道德底线的一再退却，使我们

的焦虑感越来越强了，虽然法律越来越完

善，但法律却不是万能的。道德本是对法

律的补充，是给我们安宁的保障，但一而再

再而三退却的道德底线，又如何能够让我

们心安？

一边是担忧做了好事被人讹诈，一边却

又在充当着冷漠的看客。这是怎样的纠

结？我们肯定会问，如果想要跳楼的是你

的亲人，你还会这样吗？

起哄跳楼，该摸摸良心，我们都有义务

维护道德的尊严。否则受伤害的只能是我

们自己。这是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最好注脚。 滨兵

起哄跳楼，该摸摸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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