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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受

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3 月 5 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审查《关于 2013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摘要如下：

一 、2013 年 国 民 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2013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内外形势，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
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
策要托底的有机统一，依据十二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扎实
做好各方面工作，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了良好开局，计划执行情况
总体是好的。

—— 经 济 运 行 处 于 合 理 区

间。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初
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 56.88 万
亿 元 ，增 长 7.7% ，完 成 预 期 目
标。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12.91 万
亿元，增长 10.1%，财政赤字 1.2
万亿元。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8.89 万亿元，年末广义货币供应
量（M2）增长 13.6%。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 6.28 万亿元，比
上年增长 12.2%。重点领域、重
要时段煤电油气运需求得到较好
保障。二是内需继续成为增长主
动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78
万亿元，增长 13.1%，全社会固定
资 产 投 资 44.71 万 亿 元 ，增 长
19.3%。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104.4%。三是物价总水
平基本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 2.6%，控制在预期目标范
围内。

——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技
术创新和培育新兴产业成效显
著。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2.09%，
完成预期目标。继续推进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 8.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 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基础产业加快发展。能源生产保
持稳定。二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有
序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
农”建设的比重超过一半。中央
对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作出
全面部署，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编制基本完成。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3.73%，比上年提高 1.16
个百分点。三是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四是节
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步伐加快，资源节约利用和环
境保护各项指标基本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 3.7%和 4.36%。

——改革开放力度加大。一是行政体制改革
成效明显，国务院机构改革顺利进行，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深入开展，取消和下放 416 项行政审批
等事项。二是财税金融改革深入推进，交通运输
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开，全
年减轻企业税负超过 1400 亿元。三是投资体制
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四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不断完善。五是农村改革积极推进。六是社会
领域改革稳步开展。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重点
行业改革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继续深化，外贸进
出口总额增长 7.6%，比上年加快 1.4个百分点。

——人民生活继续改善。一是就业保持总
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 1310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
失业率 4.05%，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二是居民收
入继续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 7%和 9.3%。三是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制度的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乡低保制
度进一步规范。四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五是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继续完善。六是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不断健全。七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
快，全年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 544
万套，新开工 666万套，均超过计划目标。

二、2014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要求、主要目标和政策取向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完
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2014 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国内生产总值预
期增长 7.5%左右。这是统筹考虑抓改革、促调
整、惠民生、防风险等各方面因素确定的。一方
面，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推进经
济结构调整、稳定和扩大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
都需要合理的速度，进一步减少贫困、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更要靠发展。另一方面，今
年稳增长的有利条件不少，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
步激发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稳增长政策措施的
效应会持续显现，消费、投资、外需均有一定支
撑。同时，我国已经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关键阶段，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速度也不宜
定得过高。

——注重提质增效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提升。研发投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9%以上，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4%。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控制在 3.5%左右。这一目标既考虑了各方面
涨价因素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也为推进改革和
调整结构留出了一定空间。

——突出民生优先。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 4.6%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
控制在 6.5‰以内。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住房基本建成 480 万
套以上、新开工 700万套以上。

——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

衡。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7.5%
左右。

实现上述经济社会发展预
期目标，做好 2014 年经济工作，
核心是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
新。为此，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
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增强调控
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继 续 实 施 积 极 的 财 政 政
策。今年拟安排全国财政赤字
1.35 万 亿 元 ，比 上 年 预 算 增 加
1500 亿元。政策重点是：第一，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
增试点行业范围，扩展小微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实施鼓励企业年
金 和 职 业 年 金 发 展 的 财 税 政
策。第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重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从
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努力降
低行政运行成本。第三，用好新
增资金，盘活存量资金，建立结
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第
四，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推动形成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
方 政 府 债 务 管 理 及 风 险 预 警
机制。

继 续 实 施 稳 健 的 货 币 政
策。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
预期增长 13%左右。政策重点
是：第一，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
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
稳适度增长，保持适度流动性，
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第
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
量，盘活存量，加快资金周转。
第三，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稳定。

三、2014 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今 年 要 着 力 抓 好 9 方 面
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取消
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建立行政
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并向社
会公开；国有企业改革，准确界定
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进自然垄

断行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
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推进
政府和部门预算决算公开，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
比例，减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金融体制改革，建
立存款保险制度，推动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推进
利率市场化，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资源性
产品等价格改革，适时调整风电上网电价，适时
调整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门站价格，建立健全居
民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污
费标准和部分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完善铁路运价
机制；投资体制改革，加快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实施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慎重稳妥进
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抓紧土地承包经营权
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推进职业教育、考试招生等
改革，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推动文化企
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推进养老
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深入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提升开放层次
和水平。优化进出口结构。放宽外商投资市场
准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快走出去。强化
多边双边及区域经济合作。

——着力扩大内需。2014 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预期增长 14.5%。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大力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

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2014 年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 17.5%，中央预算内
投资拟安排 4576 亿元。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优
化政府投资结构。抓好重点项目。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保持主要农产品
生产稳定发展。完善和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
度。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2014 年全
国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预期分别达到
54.6%和 37.1%。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
发展能力。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

——加强价格调控监管。保障供给。完善
价格调控机制。加强价格监管。健全物价补贴
联动机制。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重点产
业布局调整优化。着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
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产
业。加快发展服务业。

——构建各具特色、协调联动的区域发展格

局。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培
育新的经济支撑带。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能
力。加快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

——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制度保
障。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狠抓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做好应对气候变化
各项工作。

——切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实施
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做好住房保障
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创新社会治理和公共
服务。

继续深化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加快
推进内地对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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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
部 3 月 5 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关
于 201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4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如下：

一、201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

2013 年，财政工作与财政改革发展有序推
进，预算执行总体良好。

（一）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情况。
为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国务院明确了经济

运行合理区间，强调只要增速不滑出底线、就业保
持基本稳定，就不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对经济运行
进行强力干预，而是稳定市场预期，适度预调微
调，同时简政放权，推进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释放
改革红利。一是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把赤字占
GDP 的比重控制在 2.1%。二是实施促进企业发
展的财税优惠政策。三是清理财政存量资金。四
是促进优化投资结构。五是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
检查落实。

（二）落实全国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按照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决议，以

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研究完
善体制机制，努力做好财政工作。

1.完善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财税政策。

把短期调控与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加快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二
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三是加强节能减排。中央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四是
支持外贸转型升级。

2.注重民生投入的使用绩效。按照守住底
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在确保
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上，落实好各项民生政策，开展
重点民生支出评估，着力建立政府、企业、个人、社
会协调配合的机制，树立起个人努力、各方面合理
承担责任、勤劳致富的民生理念。

3.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一是加强预算编制
和执行管理。细化部门预算编制，进一步压缩代
编预算规模，严格控制预算执行中调整事项。二
是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部门范围和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是强化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基本摸清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底
数，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了风险提示，促进加强
债务管理和风险防控。四是深入推进预决算公
开。中央财政和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进一步
细化，中央部门预决算分别集中公开。

4.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坚持顶层设计与
分步实施相结合的原则，在研究提出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总体思路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
改革措施。

5.厉行勤俭节约。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按 5%比例压减中央本级一般性支出，腾出的
资金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留待以后年度经预
算安排使用。

（三）2013 年预算收支情况。
1.公共财政预算。

2013 年全年财政收入比年初预算略有超
收。全国财政收入 129142.9 亿元，比 2012 年(下
同)增长 10.1%。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1000 亿元，
地方财政调入资金 149.74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 130292.64亿
元。全国财政支出 139744.26 亿元，增长 10.9%。加上补充中央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64.38 亿元，以及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384 亿元，支出总量为 142292.64 亿元。全国财政收支总量相
抵，差额 12000亿元。

中 央 财 政 收 入 60173.77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100.2% ，增 长
7.1%。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1000 亿元，使用的收
入总量为 61173.77 亿元。中央财政支出 68509.39 亿元，完成预
算的 98.5%，增长 6.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20471.75 亿元，增长
9.1%，完成预算的 101.3%，主要是执行中压减补助地方的零散项
目，将部分原列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基建投资、用车辆购置税
安排的支出，调整用于增加铁路投资等，相应增列中央本级支
出）。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64.38 亿元，支出总量
为 69673.77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 8500 亿元，与
预算持平。2013 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 86750.46 亿元，控制在
年度预算限额 91208.35 亿元以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为 1483.08亿元。

地方本级收入 68969.13亿元，增长 12.9%。加上中央对地方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 48037.64 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
149.74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为 117156.51 亿元。地方财政支
出 119272.51 亿元，增长 11.3%，加上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384 亿元，支出总量为 120656.51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差额
3500亿元。

2013年中央预算收支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国内增值税 20527.92 亿元，为

预算的 98%。国内消费税 8230.27 亿元，为预算的 96.3%。进口
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4003.34 亿元，为预算的 88.2%，下降了
5.4%；关税 2630.29 亿元，为预算的 88.6%，下降了 5.5%，进口税
收未完成预算，主要是进口增长低于预期以及高税率商品进口减
少、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企业所得税 14443.1 亿元，为预算的
110.1%，主要是企业利润增幅高于预期，以及清缴以前年度税款
等一次性因素。个人所得税 3918.84 亿元，为预算的 102.7%。
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 10514.89 亿元，为预算的 94.6%。非
税收入 3540.05亿元，为预算的 128.5%。

201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预算超收 113.77亿元。主要是车辆
购置税超收，按照专款专用的规定相应增加公路建设支出。

（2）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农林水事务支出 6005.4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6.9%，增长 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571.75 亿
元，完成预算的 100.3%，增长 14.2%。医疗卫生支出 2588.12 亿
元，完成预算的 99.4%，增长 26.4%。教育支出 3883.91 亿元，完
成预算的 94%，增长 2.7%。科学技术支出 2460.59 亿元，完成预
算的 97.3%，增长 7.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31.55 亿元，完成
预算的 98.3%，增长 7.5%。住房保障支出 2320.94 亿元，完成预
算的 104.1%，下降 10.8%。节能环保支出 1803.9 亿元，完成预算
的 85.8%，下降 9.7%。

交 通 运 输 支 出 4138.5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104.1% ，增 长
4.2% 。 粮 油 物 资 储 备 事 务 支 出 1266.38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102.4% ，增 长 27.9% 。 国 防 支 出 7201.97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100%，增长 10.7%。公共安全支出 1934.3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3%，增长 2.9%。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81.54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2.3%，增长 3.9%。

（3）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执行情况。中央对地方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48037.6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3%，增长
5.9%。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13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52238.61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
金支出 50116.46亿元。

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 4231.7 亿元，为预算的 116.9%，增长

27.5%。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 4259.47亿元，完成
预算的 96.8%，增长 27%。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 48006.91亿元，增
长 40.3% ，其 中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收 入
41249.52 亿元。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对地方转
移支付 1498.61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49505.52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 47355.6
亿元，增长 38.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安排的支出 40600.45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
收大于支的部分结转下年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3 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651.36 亿
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513.6亿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3 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4515.56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105.1% ，其 中 ，保 险 费 收 入
25938.81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7371.5 亿元。全国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28616.75 亿 元 ，为 预 算 的
102.5%。本年收支结余 5898.81 亿元，年末滚存
结余 43441.85亿元。

二、201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2014 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依然错综复杂。
从财政看，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受我国经济潜在
增长率放缓、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等因素影响，财
政收入增长将趋于平缓。同时，支持全面深化改
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
展，都需要增加投入。根据面临的财政经济形
势，2014 年财政工作和预算编制，要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改革创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发挥财税体制
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促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用好财政
增量，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事业发
展，着力改善民生，严肃财经纪律，从严控制“三
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推进预算公开透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一）2014 年财税改革工作重点。
1.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一是深入推进政

府和部门预决算公开。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
围，除涉密部门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财政拨
款的部门均应公开本部门预决算。二是实行中
期财政规划管理。三是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
式。四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五是全面
清理规范财税优惠政策，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
平竞争环境。六是建立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
府预算体系。七是加快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
合财务报告制度。

2.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一是继续推进营改增
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
营改增试点，抓紧研究将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范围
的政策，力争今年 4 月 1 日实施。二是实施鼓励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的个人所得税递延纳
税优惠政策。三是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

革。四是进一步扩展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五是改革完
善消费税制度，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六是加快房
地产税立法进程。七是加快推动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

同时，抓紧研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转变
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
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保持现有
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
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积极协同推进养老、医药卫生、
教育、科技、住房等相关领域改革。

（二）2014 年财税政策。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14 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保持一定
的刺激力度，同时赤字率保持不变，体现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财政平稳运行。在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的过程中，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完善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税
收政策，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三是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有效防控财政风险。

2.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城镇化。

切实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继续支持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此基础上，支持建
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一是支持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
二是推进农业走出去，积极利用国外资源。三是支持耕地修复保
护。四是推进粮棉收储补贴制度改革。

3.完善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二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三
是健全对低收入群体补助政策。四是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
政策，强化政策落实力度，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和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4.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改革发展。

一是区分教育的公共性层次，完善针对不同教育类型的财政
支持政策。二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支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三是支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健康
发展。

（三）2014 年收支预算。
1.公共财政预算。

中央财政收入 64380 亿元，比 2013 年执行数（下同）增长
7%。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收入预
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由收入任务数变为收入预计数。从中央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1000 亿元，合计收入总量预计为 65380
亿元。中央财政支出 74880 亿元，增长 9.3%（扣除预备费后增长
8.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22506 亿元，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
和转移支付 51874 亿元，中央预备费 500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
中央财政赤字预计为 9500 亿元，比 2013 年增加 1000 亿元。中
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 100708.35 亿元。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余额为 483.08亿元。

地方本级收入 75150 亿元，增长 9%，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
还 和 转 移 支 付 收 入 51874 亿 元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合 计 预 计 为
127024 亿元。地方财政支出 130031 亿元，增长 9%，加上地方政
府债券还本支出 993 亿元，支出总量为 131024 亿元。地方财政
收支差额 4000 亿元，比 2013 年增加 500 亿元，国务院同意由财
政部代理发行或继续试点由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弥
补，并列入省级预算管理。需要说明的是，地方财政收支预算由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目前尚在汇
总中。报告中地方财政收入预计数和支出安排数均为中央财政
代编。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财政收入 139530 亿元，增长
8%。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1000 亿元，可安排的收
入总量为 140530亿元。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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