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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军
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
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
着，备受关注的解放军军官制度
改革已得到国家法律支持。

军改跨出第二步

“从现在开始即将展开军改
的第二步，即规模结构和力量编
成的改革。”2016年12月20日，空
军原政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邓昌友表示，军队管理
的组织架构、职能配置、权限设
置、运行机制等，都与此次改革
直接关联、一起联动，必然要求
军官制度做出相应的改革，而且
必须抓紧协调推进。

这是中国军方人士首次就中
国军队改革的阶段划分进行公开
表述。邓昌友进而表示，这次军官
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军官
职业化制度，其中的关键，就是要
打破过去基于领导职务建立的军

官管理制度体系，基于军衔构建
军官管理制度体系，是对现行军
官制度体系的重构、创新和重塑。

核心是军官专业化

军官职业化的核心是专业
化，而其前提是专业化分类。分
析人士认为，推进军官职业化，
将突出专业属性和作战要求，健
全完善军官分类体系，在此基础
上分类设置军官职业发展路径，
系统规范军官在哪个领域发展，
什么时候该入校培训、交流任
职，具备什么经历能够走到什么
位置，什么情况下需要退役等，
为组织培养军官、军官自我提高
提供清晰指引。

南京政治学院教授杜人淮认
为，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是一项
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确

定军官的员额，以及和士兵的比
例关系，保证军官队伍的稳定性。
需按照与国家安全战略相适应的
要求，严格规范军官总规模，对各
专业岗位军官实行编制定额，严
格控制军官数量和结构比例。还
需要对军官职业进行分类管理，
建立军官任职资格制度。他说，需
按照职能任务，以作战为中心确
定军官类别，充分体现军事专业
特色和军民通用特点。

另外，职业军官有相应的条
件，只有那些经过严格招募、考核
和层层筛选，具备相应岗位任职
资格的军官，才能成为职业军官。
在杜人淮看来，不是每一个军官
都可以一直干到退休，也不是所
有军官都由军队来养老，而是规
定服役到一定期限才可获得比较
可靠的保障。

军衔改革有望突破

自1988年始，解放军实行新军
衔制已28年。在这28年间，军队体
制有不小变化，士兵军衔制度几
经修改，已基本和国际接轨，但军
官军衔制度在这期间则没有变
化。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不适合
军队发展的情况。

在此次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
过程中，中央军委明确，深化军
衔制度改革需要突破原有束缚，
实行“衔本位”主导，职衔关系逐
步由“一职多衔”向“一职一衔”
过渡，厘清指挥关系、服役关系、
利益关系。这对于立志在军队干
一辈子的军官而言，无疑是个好
消息。

这次军官制度改革涉及军官
服役、军衔、选拔任用、培训交流、
待遇保障、考核奖励和退役安置
等一系列政策制度，需要配套的
制度很多，因此要稳步推进。

据《中国新闻周刊》

解放军推动军官制度改革

近日，财政部调整了部分处
室机构设置，单独设立个人所得
税处。这则消息再次引起了舆论
对新一轮税制改革进展的关注。

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提速

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所涉
及的税种一共有六个：个人所得
税、房地产税、增值税，消费税、
资源税、环境保护税。

其中，个人所得税、房地产
税是直接税——— 这两种税种都
涉及到税收征管机制的重大调
整，所以作为配套改革，又加了
一个税收征管法；增值税、消费
税是间接税。这样一来，整个税
制改革的版图就被描述为“六税
一法”。

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式立项
的税种有18个。如果我们把财政
收入总额作为一个总量，然后把
这18个税种的贡献度做成一个饼

形图，会得出以下数据：70%的税
收来源于间接税；90%以上的税
收来源于企业；6%左右的税收直
接来自居民个人。这组数据说
明，我国的税收来源结构严重失
衡，我国的税收制度真的需要进
入到一个大规模的调整阶段。

直接税改革“短板”待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分别
在2013年11月和2014年7月发布，
本轮税改已经启动近三年。

目前来看，税改红利也已经
开始在多个领域释放。与此同
时，业内人士纷纷指出，本轮财
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后
续的任务将更加艰巨。专家特别
指出，直接税改革是当前改革中
的一项“短板”。

包括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

在内的直接税改革将成为下一
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个税改革步伐加快

中国个税属于世界上少有
的分类所得税制，具体被分为11
类，分别是工资、薪金所得；个体
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等。其中最为普通
大众所熟悉的，莫过于工资薪金
所得。

目前工资薪金在3500元免征
额后，采取7级累进税率（3%～
45%），月所得在8万元（年所得96
万元）以上税率达到45%。这意味
着按照现行个税纳税，年薪百万
的高管实际拿到手的只有50多万
元。目前个税改革已经开足了

“引擎”，但在多位专家看来，现
阶段综合征管的破题尤为重要。

据《时代报告》

这次军官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军官职业化制
度，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打破过去基于领导职务建立的军
官管理制度体系，要基于军衔构建军官管理制度体系。

与与你你我我有有关关的的““六六税税一一法法””重庆“三无”人员

首套住房征税
1 月 13 日，重庆市对个人住

房房产税政策进行了调整，修订
2011年施行的《重庆市关于开展
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
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个人
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
将“征收对象”中的“在重庆市同
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
新购的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
普通住房”调整为“在重庆市同时
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
购的首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税
率为0 . 5%，这意味着100万的房子
一年就要交5000元税。新政策自
2017年1月14日起施行。

据分析，重庆出台的新政主
要是起威慑作用。因为外地人想
在重庆找个工作并不难，找到工
作就不是“三无”人员了。不过，在
这一系列密集出台的调控政策作
用下，重庆的房价应该不会大涨
了。 综合新华社、《北京青年报》

2017年

十大人才发展趋势

首先，IT及互联网行业
将继续成为2017年中国招聘
市场的最热门行业。具有数
字营销经验、能够解读大数
据的人才将尤其抢手。

其次，可靠的高级管理
人才将继续走俏。既具有中
高级管理能力、又懂得专业
技术并具备沟通等“软技能”
的高级管理人才仍将是众多
企业雇主追寻的目标。

第三，创业人士决策会
更为谨慎。2017年，跨国公司
资深人士对于离职创业可能
会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第四，2017年将会出现一
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
才的争夺战。为了加强人才
储备，中国企业还可能寻求
与全球顶尖工程大学合作，
争取未来的毕业生资源。

第五，中国的监管环境不
断完善，对于审计、风险控制
和合法合规方面的经验型人
才和咨询服务的需求激增。

第六，工资将适度增长。
调查显示，中国在薪资增幅
方面一直领先于亚洲其他国
家和地区，这一趋势很可能
会持续到2017年。

第七，外包趋势将进一步
发展。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和提
高收益，更多地将一部分工作
职能外包给第三方，如招聘、
财务等。2017年这一趋势将进
一步加强。

第八，对优秀人才的迫
切需求，使得不少雇主，尤
其是中国本地企业，将不惜
代价留住人才。如弹性工
作、更好的福利、绩效奖金、
股票期权等。

第九，中国境外投资增
加将带动企业对于有海外工
作经验人才的需求。

第十，“80后”将成为企业
领导者。“80后”一代已迈入而
立之年，将成为未来的企业领
导者。2017年会有更多“80后”
走上领导职位。

据《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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