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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拎起沉重的环保话题

王 枫  德 萍

今年1月 8 日，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 用

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从 6 月 1日起，将禁止 生产、销售、

使 用超薄塑料购物袋，并将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 用制

度。塑料袋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一只 只 塑料袋拎起

了沉重的环保话题。

对身陷“白 色污染”的我国来说，禁止生产、销售、使

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并在所有超市、

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 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袋购物袋有偿使

用制度，无疑 是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各种质疑之声也不

绝于耳，主要集中在三点上 ：一是塑料袋的价格会失控，

增加 消费者负担 ；二是有偿使 用能否减少污染；三是能不

能真正 推广得开。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 策，光靠一纸通知

恐怕难以 改 变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关键是要有一系列相

关的配套措施和政策，要狠抓 落实，才能见到成效。

平心而论，质疑之声也并非毫 无 道理，治理白 色污染

是一项系统 工 程，公 共政 策应该是利益共享、成本共担，

公 众、商家、政府一个都不能少，需多方努力共同做 好 这

项环保事业。财政、税务部门应尽快制定抑制废塑料污染

的税收政策，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售

和使 用。其他 相关部门要做的事也很 多，要考虑的“精细

政 策”不 少，要

把有利的、不 利

的或可能出现的

新情况都加以 考

虑，全国上下形

成合力，扎 实稳

健 地 推 进 这 项

工作。

一只 小 小塑

料袋，不仅 牵扯

到 环 保 大问题，

而 且 牵 动 13 亿

人的生活，是全

民 参 与 的 环 保

行动，切不可大意。这是对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 生态文明

的一场考试，也是对各级 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 大检阅。

百姓话题
“利润万亿”与收入分配公平

蒋 萌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年前曾表示 ：“近年央企国有资产

平均每年增长 1.3万亿 元”，“现在增长的势头压 不住，预

计到 2007年底（央企利润）要接近1万亿元”。

利润持续高增，某些国企“巨无 霸”再度成为职场“香

饽饽”。随着石 油、电力、电信、烟草等企业的薪酬一路走

高，2005 年我国行业 最高人均工资与行业最低人均工资

比例，也达到了4.88：1。行业收 入差距过大，“垄断福利”

丰厚，“抄表工 年薪 10 万”，已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 和

争议。

当然，市场经济天 然存在收入差异。通过正 当公 平竞

争，多劳多得无可厚非。如 今人们质疑的焦点，实际 集中在

垄断经营领域 ：管理既 有资源设 施，实现公共服务垄断，

个别企业“坐享其成”；涉及部门利益，动用行政手段，某

些行业准入大门迟迟不开；缺乏应有竞争，某些资源与服

务“性价 背离”；逢听证必 涨价，“霸王条款”频频，价格杠

杆失灵等等。

尽管一些地方出台政 策文件，试图限制垄断高薪，遏

制垄断福 利，但 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一些垄断企业常常

会变通博弈，或将“明补”变为“暗补”，继续“自肥”。

有人称，无 论 垄断与否，国企 赚钱都是 国有资产增

值，等 于“肉 烂 在锅 里”。然 而，垄断终 归是 垄断，如 任

其存在，终究是以 损害社会公 平、妨碍正 当竞争为代价。

缩小行业收入差距，重要一环是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

体制，建立充分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逐步使某些“封闭

领域”向多元投资主体放开。对国企 改革而言，去除“官本

位”，引入科学的绩效考核，鼓励开拓创新，减少既 得利

益，方能促进积 极竞争与良性循 环。对某些公用事业型垄

断，政府必 须采取更透明的监督，切实引入公 众议价，才

能令资源服务“性价对等”。对于一些资源垄断行业，则应

加 大税收调节与再分 配力度，使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同时，政府财政投入、转移支付力度，应继续向农业等低

收 入行业倾 斜。避免多数人承担“垄断代价”、少数人享

受“垄断利益”，尽可能平衡劳动者的付出与回 报，是实现

十七大报告中“初次分配公平”的应有之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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