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转型升级——

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再获保障
本报记者 曾金华 崔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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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讯 记者张忱报道：今年人民
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和社
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这是从 1 月 10 日召开的
2014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传出的信息。

央行工作会议指出，今年有 8 项重点工作，包括继
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
模平稳适度增长；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努力在金融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实现新的突破；扩大人民币跨境
使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金融市场深化发
展；深化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切实防范跨境资金流
动风险；加强金融风险监测、排查和监管协调，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扎实推进金融服务
现代化，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深入参与国际
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和规则制定，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
和话语权。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王宇 王培伟）

记者从此间召开的 2014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获悉，
继续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成为央行今年的工作重
点之一。

过去一年来，人民币跨境使用进一步扩大。数据
显示，前 11 个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3.64 万
亿元，这一数据是 2009 年这一业务启动之时的 350 倍
之多。此外，去年我国还与包括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
银行等境外央行新签或续签了多份人民币双边本币互
换协议。

本报讯 记者谢慧 温济聪报道：在中国证监会
1 月 10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
人邓舸表示，各上市公司特别是股价已低于每股净资
产的公司，可以结合市场情况和企业自身状况，积极探
索通过股票回购等方式进行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这既
能积极回应市场呼吁，又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今年 1月 6日，证监会召开上市公司回购普通股专
题座谈会。与会代表均表示，上市公司通过回购普通
股进行市值管理或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向市场释
放积极的信号，既对当前市场有积极意义，也是市场中
长期建设的重要工作，希望结合自身情况和相关政策
安排进行探索和尝试。

对此，邓舸表示，证监会一贯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回
购股份等方式开展市值管理。从政策支持看，《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建立多元化投资回报体
系。完善股份回购制度，引导上市公司承诺在出现股
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等情形时回购股份。证监会近期出
台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规定，支持上市公司采取
差异化、多元化方式回报投资者。《关于进一步推进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
中提出上市后 3 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
公司股价的预案。从具体操作看，根据证监会 2008年
发布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回购股份由事前
审批改为事后备案。2012 年底国务院审议通过取消
和调整的 314 项行政审批项目中，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的审批及备案已彻底取消。

邓舸同时表示，证监会将做好回购普通股、发行优
先股等相关政策咨询服务，回购普通股并配套发行优
先股的，证监会将在程序上予以积极支持。

本版编辑 王薇薇 美 编 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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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并非最主要的事情，现在

已经不以 GDP 论英雄。”海关总署

新闻发言人郑跃声的这句话，让人

倍感 2013 年度外贸成绩单的来之

不易。

2013 年中国外贸以 7.6%的增

速收官，尽管并未完成年初 8%的设

定目标，但进出口总值首破 4 万亿

美元的消息，给这个寒冷的冬日带

来了阵阵暖意。从舆情看，无论是

专家学者还是市场人士，都提高了

对未来外贸发展的预期。

从 2012 年开始，我国外贸发展

步入个位数低速增长的阶段，除受

制于国际经济环境这一因素外，很

大一部分也是我们为调结构、转方

式而主动为之。实践证明，增速虽

然放缓了，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正

有所改善，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我

国外贸的表现仍然是最好的。

从横向来看，我国外贸领域正

呈现出贸易伙伴趋向多元、贸易区

域更趋协调、外贸主体结构更趋合

理、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对

外贸易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的可

喜变化；从纵向来看，外贸依存度的

进一步回落，对外需依赖程度的减

弱，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

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的经

济效益也在提高。据统计，2013 年

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下跌了 0.7%，而

同期进口价格总体下跌了 1.8%，这

意味着出口同样多的产品，可以多

换回 1%的进口商品。

步入 4 万亿美元“俱乐部”，意

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具备了规模

发展的新优势。不过，外贸质量与

效益上的提升还远远不够。

新的一年，继续保持稳中求进

的总基调，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提

供了难得的“窗口期”。机会稍纵即

逝，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的

质量与效益上，补齐外贸短板，更好

地发挥外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拉

动作用。

2013年12月19日下午，济南海关驻莱
芜办事处像往常一样忙碌着。15 点 28 分，
在海关关员的协助下，当地一家民营企业顺
利办结了一份来自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报关
单。然而，他们所不知的是，正是这张报关
单，经过专家会审及海关现场确认，成为我
国年度进出口总值超4万亿美元的标志。

“这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里程
碑。”在国新办 10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
声表示，2013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4.16万亿美元，这不仅创下了我国货物贸易
历史上的年度新高，也标志着我国外贸发展
再次迈上了一个万亿元级的新台阶。

□“4万亿美元”如何实现

内外部环境改善促进向好

2013 年，我国外贸发展延续了此前低
速增长的态势，业界还不时传出“倒春寒”、

“步入严冬”等声音。那么，外贸创纪录的
4.16万亿美元是如何实现的？

去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
逐季环比增加，进出口增速在二季度探底
后，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形反弹曲线。据
统计，1 至 4 季度，我国进出口值分别为
9753.8 亿美元、1.02 万亿美元、1.06 万亿美
元和 1.1万亿美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3.5%、
4.3%、6%和 7.3%。

“我们认为，第四季度外贸进出口增长
7.3%，表现好于 2、3 季度，这既与国家出台
一系列稳定外贸增长的措施有关，也与主
要市场经济回暖密不可分。”郑跃声说。

一方面，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善，使我国
对主要市场的进出口呈现了全面回升的态
势。经济回暖效应，直接传导到我国外贸
进出口上。

另一方面，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
经济运行继续企稳向好，再加上一系列稳定
外贸增长的政策措施，为国内经济和外贸发
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外，我国“走出去”步
伐的加快，也直接带动了出口的稳定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在进出口规模再上台
阶的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在发展质量和效

益上有了明显提升，特别是在贸易伙伴多
元化、区域协调发展、外贸主体及商品结
构、内生动力上，均取得了良好进展。

□“4万亿美元”意味着啥

外贸支撑作用有望更好发挥

2013 年，投资、消费、外贸这“三驾马
车”虽然跑得有点“吃力”，但在发展速度上
却做到了稳中有进。

海关总署 10 日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
市场这一判断。7.6%的外贸增速表现与
去年初商务部提出“外贸增速争取与 GDP
增速大体上保持同步”的目标基本吻合。

事实上，2013 年前 10 个月，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已经超过美国公布的 1920
亿美元，同比增速也高出美国 7 个百分点。
1 月 9 日，美国发布了 2013 年 11 月份数据，
截至 11 月底，美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速
度还不到 1%。

“如果按这个数据推算，2013年我国货
物贸易超过美国并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可
以说已成定局。”郑跃声表示。

据介绍，2004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突破
1 万亿美元，2007 年突破 2 万亿美元，2011
年突破 3 万亿美元。随着我国外贸进出口
突破 4万亿美元关口，未来外需在多大程度
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渐成为市场关
注的热点。与此同时，加强进口也不再是
权宜之计，而是成为提升我国外贸发展质
量的一项长期战略。

专家表示，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
好转，2014 年外贸有望好于 2013 年。根据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预测，2014 年全球贸
易量增速有望加快恢复至 4.5%，虽整体仍
低于过去 20 年 5.4%的平均增速，但相比
2013年将有明显回升。

“外贸是对外开放的先锋，是开放型经
济的主力。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打造重质
量、讲效益、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外贸，是目
标也是发展路径。未来，外贸有望在国民
经济‘三驾马车’中发挥出更好的作用。”商
务部研究院外贸所所长李健表示。

此前，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在清华大学经济论坛上也表示，在“三驾马
车”中，预计今年出口会好于去年，消费大有
潜力，投资也将发挥兜底的稳增长作用。中
国经济“提质增效”第二季值得期待。

□“4万亿美元”后将向何方

增强外贸自主发展能力

“尽管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
因素，但总体来看，今年外贸发展的环境要
好于去年。”郑跃声分析说。

总体看，未来我国外贸发展的环境有喜
有忧——从外部市场看，世界经济的回暖、
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的好转，将有效改善我国
的出口需求；从国内情况看，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了新
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也将进一步挖掘和培育我国经济全方
位开放的优势，推动外贸进出口的增长。

忧的是，受劳动力价格上涨、人民币升
值以及融资成本、环保成本增加等因素的
影响，国内企业的外贸成本不断在上升，外
贸增长空间受到挤压。此外，我国制造业
实际使用外资的下降、加工贸易进口的低
迷，以及化解产能过剩的举措，将对外贸进
出口产生一定制约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外需
的依赖程度正在减弱，外贸依存度进一步
回落。数据显示，2013 年前 3 季度，我国外
贸依存度为 49.3%，较去年上半年进一步回
落了 0.9 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外贸自主发
展的能力有所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正在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外贸依存度回落了，居高不下的贸易
顺差依然广受关注。对此，郑跃声表示，
2013 年我国外贸顺差比 2012 年扩大 284
亿美元，但 2013 年进出口总值却较 2012
年增加了近 3000 亿美元。换句话说，外贸
规模大了，顺差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不过，自 2009 年到 2012 年，我国贸易
顺差占当年外贸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8.9%、6.2%、4.3%、5.9%，2013 年这一比例
为 6.2%。总体来看，我国贸易顺差规模相
对来说仍处于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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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公布的外贸进出口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超过美国并

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可以说“已成定局”。在外贸规模再上新台阶的同时，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区域布局更趋协调、主体结构更加合理等新特点也表

明外贸发展的质量效益正在不断提高。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打造重质量、

讲效益、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外贸，是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必

经的发展路径。

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
一步。10日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
政部关于调整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设作出全面规定。

建立完善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对于增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按照中央部署，财政部2010年在全
国范围内部署推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建设，以保障职工工资、维持正常运转和落
实国家统一民生政策等基本支出为目标，引

导各地对县级政府实施“托底”保障。截至
2012年底，基本实现了“保工资、保运转、保
民生”的政策目标，县级政府财力水平明显
提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

《意见》的发布实施，标志着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由解决财力缺口问题，转向
解决财力均衡问题，实现了质的提升；标
志着财税体制改革以基层、民生为着力
点，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明确责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
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
明表示，这次指明省级政府作为责任主
体，有两方面重要作用，一是责任主体明
确，有助于实行问责，二是有利于推进省
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少省份内不

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所需要的
财政支持力度也不同，需要通过省级责任
主体，保障全省平衡财力。”白景明说。

——健全机制，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意见》通过提高保障标准、完善省以下财
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省直接管理
县财政改革、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资金
稳定增长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构建县
级财政良性运行的制度保障，优化财力分
布格局。“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很
有必要，为落实省级责任主体奠定了基
础。”白景明表示。

——强化管理，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意见》引导县级政府改进预算管理，
合理安排预算，优化支出结构，按照规定

范围和标准全面落实保障责任，切实履行
基层政府职能；依法实施收入征管，清理
财税优惠政策，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提高
自我保障能力。

——注重绩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绩效评
价体系，重点考核县级财力保障水平、县
级财力均衡度和县级财政管理水平，对工
作开展较好的地区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工
作滞后的地区予以批评和处罚。

——推进改革，努力实现县级政府财
力和事权相匹配。中央财政加快推进财税
体制改革，合理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理顺
收入划分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为根本
解决县级财政困难问题创造条件。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讯 记者金晶报道：北京图书
订货会上发布的《2013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
示，2013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同比下降 1.39%。

报告分析认为，2013 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地
面渠道大致稳定，渠道格局逐渐形成；在线零售规模在
持续增长的同时，增速整体回落。报告还显示，2013
年，新书品种数首次出现下降，这表明上游出版环节理
性加强，更多出版机构开始精耕细作。

图为在2014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参观者阅览书籍。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图 书 零 售“负 增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