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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19 日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个税法

自 1980 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也将迎来一次根本

性变革：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

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由每

月 3500 元提高至每月 5000 元（每年 6 万元）；首次增

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

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

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

此外，为堵塞税收漏洞，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拟首

次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

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

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

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个税法迎大修 起征点拟调至每月5000元

沈阳政府部门近日开放首个“共享停车场”，向社

会车辆打开停车场大门，在夜间提供“共享车位”。

住在沈阳市凯旋社区的唐建锋每天下班回家都

要“抢”车位。最近，他找到了新办法：把车停在沈阳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共享车位”。他说：“回家晚了

小区周边没有车位，共享车位距家只有10分钟路程，

还节省了停车费用。”

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为附近的居民和社会车

辆打开停车场大门，停车系统会配置符合停车条件的

车辆，从每天 19 点至次日早 7 点对外提供闲置停车

位，实现车位错峰共享。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位在夜间大多处于

闲置状态，而住宅小区居民的停车需求恰恰在夜间，

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位在夜间共享给附近的居

民，可以提高车位利用率，解决居民夜间的停车难题。

沈阳城投集团的工作人员说，“共享停车”是智慧

停车的一部分，还处于探索阶段。适合共享的机关企

事业停车场要具备夜间空闲车位数量较大、周边居民

夜间停车需求较大、停车区域相对独立容易管理（不

会对单位办公区带来安全隐患）等条件。为了确保开

放单位职工的停车利益，有可能对停车超时居民采取

惩罚性收费以及加入“黑名单”等措施。

沈阳政府部门开放首个“共享停车场”

拿破仑双角帽
拍出35万欧元

法国德巴克拍卖行 18 日以 35 万欧元（约合

262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法国里昂拍卖了一顶

拿破仑·波拿巴戴过的双角帽。

据专家介绍，拿破仑统治法国 15 年，在巴黎

一家专业作坊共定做了约120顶帽子。目前通过

认证的存世真品有 19 顶，此次拍卖的是其中一

顶。

拍卖行说，此次拍卖的帽子据说是拿破仑在

滑铁卢战役中败逃时遗落的，由一位荷兰上尉拾

得并收藏，随后世代相传直至 19 世纪末，此后被

一名法国收藏家购得。

这顶帽子有数处裂痕，此前估价为 4 万欧元

（约合30万元人民币），最后的买家是一位热衷历

史的欧洲藏家。

人类为何偏爱甜甜圈
来自美国、德国、瑞士和加拿大的研究团队对

206 名受试者进行脑部扫描。发现相比只含脂肪

或只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受试者更偏向水化合

物的加工食品（例如“甜甜圈”）。

美国耶鲁大学现代饮食与生理学研究中心主

任斯莫尔认为，受试者大多对脂肪判断精准，但对

碳水化合物则判断力欠佳。如果将两种营养物质

混在一起，人脑就会高估其价值，从而使食欲增加。

研究人员推测，远古时代，人类主要以狩猎动

物和采集植物为生，食谱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较

少，而纤维含量丰富。随着动植物驯化、谷物种植

和奶制品出现，人们同时进食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的机会逐渐增加，但类似“甜甜圈”这种同时富含

脂肪和糖分的加工食品直到近代才出现，因此大

脑还没有形成新的反应机制。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科研

团队从 2.2 万年前的大熊猫化石中提取、测序了一个

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这是迄今为止进行基因测序

的最古老的大熊猫，将帮助科学家准确还原大熊猫的

进化史。

该大熊猫化石 2014 年发现于广西乐业慈竹坨

洞。在中国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条件下，DNA 的保

存非常困难，但科研团队利用古DNA捕获技术，提取

出了该骨骼材料中仍然存在的极其微量的DNA。

科研人员将慈竹坨洞个体的线粒体与 138 个现

存熊科个体、31 个古代熊科个体的线粒体进行比较

分析，发现其与现存大熊猫的遗传关系最为亲近。不

过，测序结果也显示，这一古代大熊猫的种群与现存

大熊猫不同，推测在 22.7 万至 14.4 万年前就已经与

现存大熊猫的祖先“分道扬镳”。

大熊猫作为濒危动物保护物种，曾一度分布于中

国南部与东南亚地区，覆域辽阔，如今仅存位于陕西

省、甘肃省、四川省的几个种群。科学家基于现存大

熊猫种群的基因重建，尚无法准确描述其进化历史，

但一直以来，还没有从古代大熊猫化石提取到线粒体

基因组或核基因组来提供新的线索。

根据此次研究成果，古代大熊猫的历史呈现出比

人类过去所知更多样、独特的面貌。进一步利用古

DNA 捕获技术，科学家有望获取更多来自大熊猫化

石的核基因组数据，更加准确地还原大熊猫的进化历

史。

中国科学家给2.2万年前的大熊猫测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