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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宇鳳 太原報道）據山西
省公安廳稱，山西警方昨日凌晨2點成功告破
「11．6」爆炸案件，拘獲一名嫌疑犯豐志均，在其
住處繳獲了私製的爆炸裝置和其作案時駕駛的車
輛。據悉，犯罪嫌疑人豐志均曾有因盜竊入獄的前
科，並交代蓄意製造爆炸報復社會的犯罪過程。

警搜住處 檢自製爆炸裝置

山西警方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豐志均，男，41
歲，太原市杏花嶺區人，曾因盜竊被判處有期徒刑9
年。警方從其住處繳獲了私自製造的爆炸裝置，發
現了大量犯罪證據，並查獲了其作案時駕駛的車

輛。犯罪嫌疑人豐志均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11．6」爆炸案件發生在山西省委門口附近，共

9個炸彈，爆炸了8個，爆炸事件已經導致1人死亡、
1人重傷、7人輕傷。案件發生後，得到中央領導高
度重視，要求迅速偵破案件。公安部派出一名副部
長帶隊的專家組趕赴現場，指導破案。山西省、太
原市兩級公安機關迅速成立專案組，全力開展偵
破。警方經過40多小時的奮戰，8日凌晨2時，犯罪
嫌疑人豐志均在太原被抓捕歸案。目前，相關審訊
和調查取證等工作正在緊張進行。
此外，爆炸案受害者被送往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

院等醫院治療，除一名受害者當場死亡外，其餘病

情穩定。

省委門前崗哨人員倍增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下午事發地太原市中心主幹
迎澤大街車水馬龍，附近飯店、商舖已恢復正常營
業，但山西省委門前的崗哨由平日的2人至5人，省
委辦公樓前的空地上，不時有身穿迷彩服的保安人
員來往巡邏。
有關爆炸事件的報道，11月7日山西省內幾乎所

有報紙、電視媒體「很有默契」地集體「失聲」，
微博上網友對此紛紛留言，稱此舉是「掩耳盜
鈴」。■山西爆炸案嫌犯豐志均被捕情況。 視頻截圖

山西爆炸案疑犯落網 認報復社會

上海二套房首期增至七成
「滬七條」出台加碼調控 業界：難抑樓價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樓市在政策真空期表現搶眼，終於令調控加碼。

上海市房管局昨日出台「滬七條」調控樓市，除了將上海二套住房首付款比例由60%提高至

70%，亦調整非上海戶籍居民家庭購房繳納稅收或社保費年限，從1年增加至2年，旨在進一步

執行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與限購政策。有業界人士指出，有關新政並不嚴厲，短期或可令成交量

下挫，但難抑樓價上漲勢頭。

繼「深八條」、「京七條」後，上海也迅速出台
「滬七條」。上海市房管局表示，今年以來，上海

住房價格波動較為明顯，近期隨㠥交易量上升，房價上
漲壓力加大。

非戶籍納稅年限延至2年

差異化住房信貸政策是「滬七條」的重要內容。「滬
七條」規定，對居民家庭向商業銀行貸款購買第二套住
房的，其首付款比例從不得低於60%提高至不得低於
70%及以上，比例與北京、深圳現行政策相若。同時加
碼的還有住房限購政策，「滬七條」調整了非上海戶籍
居民家庭購房繳納稅收或社保費年限，從能提供自購房
之日起算的前2年內在上海累計繳納1年以上，調整為能
提供自購房之日起算的前3年內在上海累計繳納2年以
上。
除此以外，「滬七條」還包括落實各區縣房價調控目

標責任制、增加住房用地供應、進一步完善「四位一體」
租售並舉的住房保障體系、繼續穩步推進個人住房房產
稅試點、嚴格執行「一房一價」等。

心理影響大於實際影響

上海漢宇地產董事總經理施宏叡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
出，「滬七條」的調控力度溫和，基本與「深八條」、
「京七條」持平，三地政策主要針對二套房，旨在打壓
投機，同時也將放緩改善型自住需求。他認為，地方政

府不會希望房價短期內快速下跌，制定政策多㠥眼於長
遠機制，以防止房價過快上漲，所以出台嚴厲調控政策
致樓價急跌的可能性不大。
施宏叡預計，新政或令上海樓市短期成交下跌，卻難

以抑制樓價上漲趨勢，惟上漲幅度將放緩。上海易居房
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也認為，「滬七條」力度不
大，市場不會立即由熱轉冷，但會抑制少量本地改善需
求和外地剛需，對民眾的心理影響大於實際影響。

三中新政料增土地供應

在同策諮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看來，上海延長非上海
戶籍居民繳納社保納稅年限，從限購角度來講影響不
大。他表示，「深八條」、「京七條」、「滬七條」基本
上都是通過增加中低價位的市場供應、改變供求關係的
角度來調控市場，沒有更多的強化手段和措施，顯示政
策層面正在呈現出市場化、經濟化手段逐步替代行政化
限購手段的趨勢。
坊間普遍預期，十八屆三中全會或涉及樓市政策，施

宏叡指出，雖然會前各地開始密集加碼樓市調控，但並
不意味㠥嚴厲的調控措施會在三中全會出台。他預計，
三中全會或推出長效機制引導市場走向，但不會針對短
期內的高房價進行調控。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
偉則認為，三中全會可能會在增加土地供應，加快房源
供給等方面出台新政，這些政策將影響2014年至2015年
內地樓市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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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性文化節 變性人秀惹爭議

深書記批機關辦公室放雜物

吉林再現連環地震滬原公積金官員受賄595萬

前三季信託融資初顯違約風險

分稅制改革 地方准擴發債規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據中國信託
業協會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房地產
信託融資規模高達8942億元，較去年同期的6765億元
大幅增加了近2200億元，升約25%。但信託業資深人
士透露，目前內地房地產信託出現違約事件僅是個
案，並不表示整個房地產信託業出現系統性違約風險
和危機。
繼深圳將二套房首付提高至七成後，上海昨日也採

取了類似的舉措。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其他城市北京
等城市也將會採取類似的措施，此舉將會令全國房地
產市場逐步降溫，無疑會影響內地房地產企業的銷售

進度。另一方面，融資壓力令許多房地產企業不堪重
負。
據中國信託業協會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三季度末，房地產信託融資規模高達8942億元，佔據
整個信託業融資規模的9.33%，與今年二季度末相
比，環比增長了0.21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從同
比來看，去年三季度末，內地房地產信託融資規模僅
有6765億元，今年前三季度大幅增加了近2200億，幅
度驚人。不過，多位信託業資深人士表示，目前房地
產信託出現違約事件，僅屬個別案例，並不代表整個
房地產信託業會引發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 上海報道）

昨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
庭審理原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黨委書記、
主任萬曾煒受賄一案。據公訴機關指控，萬
曾煒擔任浦東新區規土局局長期間，共收受
賄賂595.5萬餘元。庭上，萬曾煒對檢方指
控表示沒有異議。
據萬曾煒供述，1999年，某房產公司負

責人顧某想將川沙的爛尾樓改建為商住
樓，萬曾煒「妥協」了。2008年，萬曾煒
要購買小葉紫檀傢具，價值100萬人民幣，
顧某又讓萬曾煒任公司顧問，每月10萬
元。並在香港設立公司，由其妻子任董事
長，事實上其妻從沒上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據中國地震台網測定，昨
晚7時吉林省松原市乾安縣、
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交界
相繼發生4.4級、4.0級兩次地
震。
地震專家分析，兩次地震屬

於10月31日5.5級地震正常地震
衰減序列的強餘震，原震區發
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但
近期還要防範4級左右強餘
震。
10月31日，吉林省松原市發

生5.5級和5.0級兩次地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第十

一屆中國(廣州)性文化節8日在廣州開幕，首次

大膽引入變性模特秀表演，卻引發爭議，有批

評性文化節無文化，只拿變性人製造噱頭。

有關變性人是人還是人妖的提問，主辦方指

出，此屆性文化節是變性人的表演，不是人妖

的表演。變性人和人妖有質的區別，前者是生

理及教育因素促成的，兩類性別都可以存在，

後者是為了換取生活來源陷入商業操作，帶㠥

濃厚的色情和消遣意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深圳市委辦公廳和市政府辦公
廳日前下發《關於我市黨政機關停止
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
知》，要求全面停止新建黨政機關樓堂
館所，同時全面清理黨政機關和領導
幹部辦公用房。廣東省委常委、深圳
市委書記王榮就《通知》稱，聽聞有
人放置洗腳盆、洗臉盆等家居雜物。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通知》

要求本月20日前，深圳市要完成黨政
機關和領導幹部違規辦公用房的清
理，例如，直屬機關局(處)級辦公面積
標準為12平方米。但在實際中，局

級、處級官員辦公室超標現象很普
遍。深圳很多處座的辦公室都是在20
平方米左右，超標約為8平方米。在嚴
政之下，各部門大多採用分拆計算辦
公面積、請下屬入駐拉低面積等通行
對策來整改。
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

表示，深圳市機關辦公室目前有面積
太大和「家居化」兩種傾向，「面積
大到裡面空空蕩蕩，而國外的辦公室
很小，卻很溫馨，文化氛圍很濃厚，
講究品位。同時，聽說有些人把洗腳
盆、洗臉盆，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都
放辦公室裡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由財
政部部長樓繼偉親自籌劃的財稅體制改革，預
計將在今日開幕的三中全會上揭開面紗。此間
消息顯示，此輪財稅改革並非要「顛覆」現行
的分稅制，反而要推行更徹底的分稅制改革，
未來兩三年料將密集出台措施，對中央與地方
的事權和財權進行調整。近期的改革可能包
括，在保證中央財力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收回
部分事權，加大醫療、教育、社保等公關服務
支出，優化轉移支付制度，地方政府則獲准擴
大發債規模。
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簡稱分稅制，是指將

國家的全部稅種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劃
分，藉以確定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收入範圍
的一種財政管理體制。

高培勇：多地淪「打醬油財政」

外界視財稅改革是下一輪整體改革的切入
口，牽一髮而動全身。1994年以來的分稅制改
革，確定了中國財政體制的整體框架，但由於
改革不徹底，省以下未真正落實分稅制，後續
調整主要針對增量，現實中積累不少矛盾。
「目前財稅體制的設計原則是分稅制，但是

在現實當中，很大程度已經回到1994年改革之
前的總額分成、收入分成的分錢制體制。各級
財政盯的不是哪個稅種歸誰，而是上一級政府
能給我多少錢。」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院長高培勇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從中央
財政來看，中央政府支出中對地方的稅收返還
和轉移支付佔整體支出的比例接近70%，也就
是說中央政府每收100塊錢，只有30塊錢是自
己花的，而70塊錢是給地方花了；而從地方財
政來看，地方政府收入中來自自身的收入只佔
55%甚至更低，而有將近40%的收入是來自中
央政府或上一級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
高培勇認為，地方財政實際上是屬於殘缺不

全的財政，為數不少的地方財政已經淪為「打

醬油財政」，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方向就是
要繼續堅守分稅制的方向，完善財稅體制。而
完全的分稅制貫徹一是要分事，要把各級政府
的事權界定清楚，二是要根據事權的劃定完成
稅種劃分。
早前樓繼偉已公開透露財稅改革路的大致方

向包括，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
適當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完善稅收制
度，構建地方稅體系；加快預算制度改革，構
建完整、規範、透明的預算體制，調整預算平
衡方法，健全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對養
老、醫療體制進行改革，使其更有可持續性。

蘇明：難在打破既得利益藩籬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此前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中國現行的財政體制面臨大
調整，稅制方面也隨之需要進行改革。在事權
方面，中央政府將在諸如基本保障、環保生態
等領域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同時蘇明也指出，財稅改革最大障礙在於中

央和地方的博弈及路徑依賴，改革的難點在於
打破既得利益者的藩籬。比如，如果基礎養老
金作為中央的事權由中央統籌，對不發達地區
來說，是很受歡迎的一件事，因為以前的虧空
由中央包起來，但發達地區過去的養老金剩餘
則被上收，這就可能令地方不願意改革。因此
央地事權和財權的調整將面臨激烈的博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將對稅改作出整體
規劃，財政部科學研究所副
所長蘇明此間指出，構建新
的地方稅體系將是重要話
題，在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
的同時，探索建立資源稅、
環境稅、房產稅等新稅種。
近期可能推進的稅改包括，
繼續擴大「營改增」改革，
推廣房產稅試點，推進資源
稅改革。
財政部科學研究所所長

賈康表示，按照時間表，
財稅部門早前提出爭取
2015年全面完成「營改
增」，未來改革將分行業在
全國推開。
其中鐵路運輸、建築

業、郵電通信業、銷售不
動產和旅遊業等服務業可
以作為第一步改革對象，
全部實施營改增，不再分
地區和分行業進行。最後
對金融保險業和生活性服
務業等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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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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