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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WEI SHENG YIN微声音

FEI CHANG DAO非常道
失信可开除

倒逼大学生自律警醒
□刘建国

个税改革不应止于提高起征点
□江德斌

SHI SHI LUAN DUN时事乱炖

记者辞职信走红：
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

11 月 18 日，九派新闻一

名记者的辞职报告“意外”走

红，其简洁封面除了必要内

容如时间和抬头外，就一句：

“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

可谓相当有逼格。

很快，这张照片就在媒体

圈刷屏。很多人预测，这张照

片必火甚至段子都出来了

——老板回复：再大也逃不过

我的手掌心。但也有人预测，

这张照片不会火，因为：不经

意的内容，引起了共鸣才会

火。为了火而炮制的，共鸣的

群体不多，火不了！

这些能力很重要
但很多人却没有？

①讲故事的能力：很多

人让我们记得很久，是因为

他知道怎样讲一个好故事。

②挣脱羊群效应：前面羊跳，

你也跟着跳？不做只会模仿

别人的羊！③放手的能力：

不穿的衣服都扔掉捐掉、别

再等待那个等不来的女孩

……有趣又有意义的能力，

你有多少？@人民日报

有别 王恒/漫画

近日，教育部官方微

信“微言教育”公布了《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的修订对照表，并就

此向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以 及 部 属 高 校 征 求 意

见。在拟修订的高校学

生管理规定中，首次将诚

信教育写入管理规定，对

失信学生可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学籍等处分。（11月19日《京华时报》）
当下，诚信缺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发生在大学生身上，让人更

痛心不已。由此，教育部对失信学生可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学籍处分，有

利于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减少或杜绝失信情形。而且，教育部的管

理规定，与当前社会征信系统建设配套运行，效果自然值得期待。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大学生在诚信方面表现出来的欠

缺，着实令人感到担忧和无奈。抄袭论文、考试作弊、不偿还助学贷款

等等，显然已经成为高校内的常见现象，对教育环境产生了严重的不

良影响。大学生诚信的欠缺，与当前的不良社会风气有关，但高校内

失信之风的盛行，对于处于人生转折点的大学生而言，无疑具有更大

的负面影响。

面对大学生的失信行为，一直缺乏有效的惩戒和处罚手段。失信

行为不同于违法行为，不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其通常只会面临道德

层面的谴责和非议。于是，对于失信大学生来说，即便自身行为缺乏

诚信，也不用过于忧虑和担心，学业、生活等并不会受到影响。较小的

失信成本面前，往往可以兑换巨大的利益，如此之下，必然会怂恿甚至

鼓励更多的大学生从事失信行为，高校内的诚信缺失只能愈发严重。

法律规则的缺失，道德谴责的无力，已然将大学生失信行为置于监

管真空中。然而，如此的失信行为，一旦日益泛滥，必然会产生“劣币驱

除良币”的效应，对于高校教育环境危害极大。那么，确实有必要通过制

度构建，回填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真空，让失信行为无处遁形。尤其是，学

籍关涉大学生的前途和命运，一旦将失信行为与开除学籍绑定，必然会

让大学生们重新考量诚信的重要性，进而产生积极的倒逼效果。

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了解到，财经委

员会建议有关部门在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中统筹考虑代表所

提意见，适时提出修法建议。（11月19日法制网）
个税起征点自 2011 年 9 月 1 日上调至 3500 元后，距今

已四年未作调整，随着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现有的个税

扣除标准显得滞后，各方均在呼吁尽快提高起征点。

本应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个人所得

税，如今却陷入尴尬境地，甚至于沦为边缘税种，并未发挥

出预想中的作用。目前全国上缴个人所得税的人数只有

2800万，占不到整个人口总数的2%，收入在全国财政税收

总收入的比重只占6.3%。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

则是主要税种，纳税人群基数广泛，富人纳税收入占主要

比例，“劫富济贫”的效果显著，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我国个税采用分类征收的模式，很多高收入者并不

依靠工薪所得，收入来源渠道较多，财产性、投资性收入占比

大，避税路径也很多，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个税征管，降低

实际缴税额度。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属于工薪阶层，收入透

明，缺乏其他收入来源，又是被预先扣除掉个税，导致个税缴

纳主体成为工薪阶层，个税也沦为“工薪税”。

个税按人头来征管的办法简单易操作，方便税务机关，

却不利于纳税人。工薪阶层家庭支出负担较重，个税缴纳

比例过高，且有重复缴税之嫌。虽然个税免征额多次调

高，工薪阶层的纳税人数比例有所下降，纳税额也减少了，

但仍抵不过生活成本的快速上升，提高免征额的减税效应

已经弱化了。正如财政部所言，个税改革不仅要提高起征

点，更要完善征管制度，转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性征收

模式，以降低工薪阶层的税收比例，增加可支配收入，扩大

中产阶层群体。

显然，个税改革不能止步于提高起征点，要综合考虑问

题，将个税起征点与CPI挂钩，保持同步调整速率。同时，

更要督促加快实施综合性征收模式，将工薪收入和其他收

入综合在一起，都覆盖进入超额累进机制中去，以解决富

人逃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