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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城鎮人口首超農村 
 中央加強規管售後服務 
 美預算案倡開徵富人稅 
 歐盟航空碳排稅犯眾怒 

1. 內地城鎮人口首超農村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數據顯示，2011 年內地總人口為 13 億 4,735 萬人；其中，城鎮人口
有 6 億 9,079 萬人，佔 51.3%，比 2010 年提高 1.3 個百分點。 

短評 
城鎮人口首度超過農村人口，反映內地城鎮化的速度加快，二十世紀以來，世界人口急
速城市化，城市人口佔全球人口的比重由 1900 年的 13%上升至 2005 年的 49%；聯合
國曾預測，有關比例將在 2030 年增至 60%。海外的經驗亦表明，都市化或者說城鎮化
的程度往往與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有正相關的關係。城鎮化有助於提升規模經濟效應，
促進社會的專業化分工，亦便於政府管治和改善公共服務；對中國來說，城鎮化亦是刺
激內部需求增長以及緩解城鄉發展差距的必經之路。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將城鎮比
率於 2015 年提升至 51.5%；從目前的進展情況來看，這一目標相信可以提前實現。但
亦有分析指，目前內地 6 億多城鎮人口中，至少有 2 億人並沒有真正享受市民的權利；
大量以「農民工」形式進城的人口，充其量只能算是「半都市人」。另一方面，急劇城
鎮化引發了許多社會問題，對城市的交通、住房、醫療設施以及福利、教育制度等帶來
嚴重衝擊。故此，內地「城鎮化」能否後繼有力和避免「虛高」(數據較實質情況誇大)，
在很大程度上取決於政府能否以城鎮戶籍制為核心，推行配套的社會制度改革。 

2. 中央加強規管售後服務 

國家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化管理委員會近日頒佈了國家標準的《商品售後服務評價體

系》，並於今年 2 月 1 日起實施。 

短評 

《商品售後服務評價體系》原是由商務部於 2006 年頒佈實施的行業標準，對汽車、家

電和家居家裝等 13 個行業進行認證試點；2007 年國務院決定將該評價體系升級為國家

標準，並展開修訂條例的工作。今次公佈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分

別規定了用於商品售後服務評價的指標及其含義，以及在售後服務評價活動執行過程中

的基本程序和如何評分、如何計算評分值等問題。近年內地的產品質量問題屢屢引起關

注，商家的售後服務更是乏善可陳；尤其是今年電子網購業務火爆，令政府須規管售後

的產品保證和相關服務的迫切性進一步凸顯。例如，北京市工商局公佈的數據顯示，2011
年度北京的網絡購物消費投訴接近 9,000 宗，佔消費總投訴量近三成，比 2010 年同期

增長 2.16 倍。國務院將商品售後服務的認證體系提升為國家標準，對促進內地市場規

範化和保障消費者權益具有正面意義。不過，售後服務本身難以量化，能否對其進行客

觀的評價和認證本身就是一個疑問；而有效的品質監管並非單純靠出台一兩條新措施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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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湊效，能否確實得到落實和達到預期效果尚有待觀察。 

3. 美預算案倡開徵富人稅 
美國總統奧巴馬日前向國會提交 2013 年財政年度(由 2012 年 10 月 1 日開始)財政預算
案，提出在 10 年內削減財政赤字，並將向富人加稅。 

短評 
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已連續四年超過 1 萬億美元，2012 年達 1.33 萬億，佔 GDP 的 8.7%，
情況之嚴重堪比正備受主權債務危機困擾的歐元區。實際上，歐元區 2010 年的財政赤
字佔 GDP 的整體比重亦只是 6.2%；除愛爾蘭之外，即使是赤字規模較大的國家如希臘、
葡萄牙、西班牙等，赤字佔 GDP 的比重一般亦只是在 9%至 10%之間。因此，2013 年
的美國財政預算免不了要以稅源節流為主調；奧巴馬希望將 2013 年的財政赤字縮減至
9,010 億美元，佔 GDP 的 5.8%，並在 2015 年進一步降至 GDP 的 2.7%。除了控制開支
增長之外，預算案提出將開徵俗稱的「巴菲特稅」，使得年薪逾 100 萬的商務人士至少
要繳納 30%的稅率，並且不再延續喬治布殊時期為高收入人士提供的減稅措施。有與論
指，華府向富豪開刀除了是為了減赤大計之外，亦是想透過鼓吹公平，打「民粹牌」來
挽救低迷的民望。除了一系列促進就業和鼓勵創新及製造活動的措施之外，今次財政預
算案的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地方是提出了數項針對外貿的措施，包括撥款 2,600 萬美元設
立專責調查不公平貿易的 50 人部門，額外撥款 1,300 萬予海關以打擊盜版貨品；並增
設食品和藥物管理局的人手以保障入口貨品的安全。鑑於中國是「世界工廠」和美國最
大的進口貨物來源地，有關措施大有「劍指」中國的味道；這亦意味著來年中國及亞洲
的出口商或會面對美方更加嚴厲的非關稅貿易壁壘。 

4. 歐盟航空碳排稅犯眾怒 

歐盟最高法院日前通過准許歐盟自今年 1 月 1 日起，向所有來往區內 27 個成員國的航

空公司徵收碳排放稅；此舉引起世界多國的反對，中國民航局日前更下令禁止國內各航

空公司參與歐盟排放交易體系(ETS)。 

短評 

從今年 1 月 1 日起，所有起降歐盟國家機場的航空公司都被納入歐盟的 ETS，必須為自

己的 15%碳排放量付費；有關比例將由 2013 年起逐步上調，在 2020 年達致 18%，估

計屆時可為歐盟帶來 200 億歐元的收入。歐盟表示，向國外航空公司徵收航空碳排稅是

爲了保護環境，如同向歐盟境內開辦餐館等商業活動徵稅一樣。但歐盟的說法遭到中

國、美國、俄羅斯、加拿大和印度等 40 多個國家的強烈反對；他們認為，國際航班是

跨境活動，並非只在歐盟發生，如要收取碳排放稅，其徵稅基礎不應為整條航線。中國

航空運輸協會質疑歐盟法律不具管轄其他司法區域的權利，徵稅是侵犯他國主權；美國

眾議院亦通過草案，禁止美國航空公司繳納歐盟航空碳排放稅，並向歐盟法院上訴。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估算，航空碳排放稅開徵的第一年，進出歐盟的航空公司將增加 35 億

歐元的成本，且數字會逐年遞增。輿論認為，歐盟此舉並無為環保帶來顯著效益，反而

是帶來額外的金錢收益，無異於「搶錢」行徑；更是假借環保名義的貿易壁壘。歐盟今

次單方面的決定，有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行動，導致兩敗俱傷的國際經貿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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