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版4 版
2013年10月19日 星期六

今日财经今日财经

10月 18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前 3
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速呈现“阶梯式”上升趋
势，1至9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98389亿元，
同比增长8.6%。同时，前3季度税收结构的
变化也体现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应。

数据显示，前 3 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
幅总体上呈逐步回升态势：第一季度增长
6.9%，第二季度增长 8.1%，第三季度回升
到 11.2%。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
表示，“中央财政收入第三季度增幅明显回

升，主要是受经济逐步回暖、贸易形势好转
等因素影响。”在中央收入中占比较大的进
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上半年增
速大幅回落。到了三季度，一般贸易进口
增长带动明显。“同时，随着经济平稳回升，
能源、制造业等行业逐步回暖，带动国内增
值税跑赢 GDP 多达 2 个百分点。这对中央
财政收入的影响也较大。”白景明说。

近几个月，税收结构出现一些明显变
化，且耐人寻味。营业税出现负增长，而同
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大幅度上涨。“结构
性减税等措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
快，效果逐步显现，税收变化就是反映企业
运行情况变化的重要指标之一。”白景明说。

9 月 份 营 业 税 1167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2%。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后，交通运输

业营业税大幅下降 66.7%，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营业税下降 27.6%。国内增值税方
面，9月同比增长 10.8%，达到 2512亿元。

企业所得税的变化更加明显，9 月份
696亿元，同比增长 49.5％。“这一方面是营
改增导致一部分税源转移，企业所得税‘受
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之前亏
损或是经营状况不是很好的企业，在经济回
暖的大形势下，自身结构调整作用发挥出来
了，情况好转，带动税收上升。”白景明说。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在四季度的
释放将会更加明显，将使得一些产能过剩
行业得到压缩，潜力型行业得到更好发展，
这种结构调整将有助于税收健康稳定的增
长。”白景明分析说。

数据显示，前 3 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支

出 9153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7413 亿
元，增长 8.8%。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
14279 亿元，同比增长 2.8%；地方财政支出
77253亿元，同比增长 10％。

“就支出进度而言，一年是 13 万亿元
的‘大盘子’，每个月 1 万亿元的进度完成
得很好。这说明我们的预算执行能力、资
金管理水平在提升。”白景明表示。

在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
民生等重点支出需要得到重点保障，全年
实现支出预算目标难度较小。

白景明说，中期仍将存在全国财政收
支矛盾紧张的状态，要保障民生等重点领
域的支出，关键是主动调整预算计划和安
排，压缩一般行政性开支，资金优先用于教
育、社保等领域。

1 至 9 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8.6%——

税收结构变化彰显产业转型成效
本报记者 崔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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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需化解，经济上行

还存在压力。

“总体平稳、稳中有升、稳中向好。”
这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对前 3 季度经济运行态
势的概括。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也表
示，三季度 7.8%的经济增速符合预期，完
成全年增长 7.5%的目标应无太大悬念。

“稳增长”托起经济增速

宏 观 调 控 手 段 见 效

从已发布的各项数据来看，当前，我国
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比较平稳，主要指标仍
处于预期目标区间之内，各季度增幅在 0.3
个百分点之间波动。从物价来看，除 2 月
份春节、9 月份中秋节外，其他各月物价指
数基本上都在 2%至 2.5%左右的区间运行，
物价总体基本稳定；从就业来看，前 3 季度
城镇新增就业继续增加，外出就业农民工
人数增长了 3.1%。

同时，在国家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政策措施推动下，三季度经济出现
一些积极变化，实体经济稳中有升。数据
显示，除三季度 GDP 比上半年回升 0.2 个
百分点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三季度增
长 10.1%，比上半年加快 0.8 个百分点，投
资、消费、出口等关键指标都有所回升。

此外，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上，工业
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正增长、
同比降幅收窄，表明市场正产生一些积极
变化。

可以确认，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
基本面有所改善，社会预期积极向好，结
构调整稳中推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有所提高。

从原因上看，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的
回升因素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

首先，得益于创新宏观管理方式，明确
调控区间，这对引导社会预期、增强企业信
心产生了积极作用。企业信心增强，社会
预期稳定，就愿意扩大投资，经济才会回

升。其次，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推
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经济平稳运行注
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第三，经济回升与
国外经济复苏有一定关系。一些发达经济
体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经济缓慢复苏，这对
稳定出口产生了积极作用。

部分指标出现小幅回落

调 结 构 还 需 下 硬 功

尽管前 3 季度经济数据亮点不少，但 9
月份一些指标的小幅回落，还是引发了市
场人士对于未来经济的担忧：这是否意味
着经济回升的态势不可持续？

认真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与 7 月份或 8
月份相比，9 月份一些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
确实有明显的变化，不少指标同比增速还出
现了小幅回落，但这种变化究竟是趋势性
的还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还需做进一步的
观察。

在盛来运看来，虽然 9 月份一些宏观
数据有所回落，但回落的幅度并不大，而
且这些指标数据的水平本身并不低，比如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9 月 份 增 长 了
10.2%，8 月份增长了 10.4%，增速仅回落
0.2 个百分点。10.2%的增速也是个不低

的速度。
专家认为，季节性因素是导致部分指

标回落的原因之一。经济运行的指标关系
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并不能简单地从一个
数据的变化就得出消费减缓或发生了什么
逆转，一定要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能否持续这种回升势头，并在下
一阶段保持高质量的增长，不少经济学家
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三季度经济活力有所提升，但不能
说明我们已进入可以乐观的阶段。”国家
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三季度
经济回暖，并非完全源于新的增长点出
现，房地产及其相关市场的活跃，拉动经
济数据好转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另外，由
于去年三季度的增速是全年最低点，基数
的原因导致今年三季度数据好转。

范剑平表示，当前经济虽能保持平稳
运行，但结构调整方面还得下大力气推
进。今年 6 月以来，政府出台了不少兼顾
当前与长远、既调结构又促改革的宏观经
济政策。由于“滞后效应”的存在，这些
政策的效果要到明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认
为，在下一轮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不仅要
转变增长方式，而且要转变宏观调控模
式。未来改革的核心应是在供给侧入手推
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

内 生 动 力 仍 然 较 强

四季度经济有望保持平稳
多数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内生

增长动力还是比较强的，有实现经济平稳
较快增长的潜力和条件。

对于四季度经济运行趋势，他们表示，
目前经济基本面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今后
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是大概
率的。对于四季度的经济增速，贾康认为

“会适当调低”；范剑平则给出了具体的预
测数字：四季度经济增速为 7.6%，全年预计
为 7.7%。

为了准确判断后期的经济发展走势，
国家统计局近期对 40 万家企业进行了一
项调查，其中涉及 25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后期的判断
走势还是较为谨慎乐观的。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仍处在工业
化和城镇化加快的进程中，距离世界水
平还有很大的空间，这就意味着还存在
较大的投资与消费潜力，比如加大棚户
区改造，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包括前
段时间出台的“宽带中国”的战略鼓励
信息化消费，这些都有利于调动和激发
内需潜力。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将会继续发挥作用。以简政
放权为突破口的行政体制改革，利率市场
化改革的推进等，都为企业经营创造了一
个很好的环境，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的投
资活力。

不过，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复杂
多变，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化解，经济上行还存在
着一定的压力。专家学者们也就此提醒，
四季度经济运行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需要提前研判并作出相应调整。贾康认
为，从国际环境看，美国财政僵局与量化宽
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和力度，都会对中
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在国内，风险
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和地方
政府债务上。

前 3 季度数据中，两大问题敲响了转
型升级的警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中，投资仍然是首要力量，而消费的拉
动作用与投资相比差距较大；与之关联的，
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放慢了 3 个
百分点，低于经济增速 0.9 个百分点，未来
会进一步制约消费的扩大。

此外，信贷投放再度加速增长的态势
值得警惕。信贷加速投放的背后，暴露出
的是中国经济依然靠货币投放、靠投资拉
动的原有增长模式；

近期物价上涨压力也值得关注。数据
显示，9 月份 CPI 同比增速从 8 月的 2.6%升
至 3.1%，明显超出市场预期；

我国外部金融环境的一些新变化，也
给国内金融市场带来挑战。随着近期美联
储退出 QE 步伐的放缓和美债上限的提高，
海外热钱“大兵压境”的端倪正逐步显现。
专家认为，这一变化或将继续推动人民币
币值走高，以及包括房价在内国内资产价
格泡沫的膨胀；

地方债务风险也不容小觑。审计署
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
审计，尽管各方对债务规模有多大众说
纷纭，但越滚越大的规模和日益积聚的
风险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隐忧。

（综合本报记者 顾阳 朱磊、新华
社记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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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我们又开始

速度至上了。其实，现有发展速度是有许多前提条件

的。比如，目前，河北等地已经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产能过

剩，治理大气污染，这对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行业会

产生影响。各地对城市建设中存在的大拆大建和急于求

成的自我批评，也将影响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进度。出口

增长依然面临压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

将全球经济预期增长速度又下调了。综合这些因素总体

判断，第四季度 GDP 增速会略有波动。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从数据来看，我国经济仍处于自去年 2 月以来 7.4%

至 7.9%的合理增长区间。三季度数据表现稳健，其中，

投资扮演了很重的角色，而房地产是投资领域最重要的

推动力之一。这部分经济增速主要体现在钢铁、水泥等

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并不是经济中出现新的增长点对

于结构调整并没有起到优化作用。

（本报记者 陶瑞钢整理）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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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观点，详见经济日报法人微博。

http://t.qq.com/jingjiribao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

有升、稳中向好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