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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七 版）全 国 财 政 支 出
153037 亿元，增长 9.5%，加上地
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993 亿元，支
出总量为 154030 亿元。收支差
额 13500 亿 元 ，比 2013 年 增 加
1500亿元，赤字率为 2.1%左右。

2014 年 中 央 预 算 主 要 支 出
项 目 安 排 情 况 ： 农 林 水 支 出
6487.47 亿元，增长 8.6%。社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7152.96 亿 元 ，
增长 9.8%。教育支出 4133.55 亿
元，增长 9.1%。科学技术支出
2673.9 亿元，增长 8.9%。文化体
育与传媒支出 512.29 亿元，增长
9.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038.05 亿 元 ， 增 长 15.1% 。 住
房保障支出 2528.69 亿元，增长
9% 。 节 能 环 保 支 出 2109.09 亿
元，增长 7.1%。交通运输支出
4345.68 亿元，增长 5.1%。粮油
物资储备支出 1393.96 亿元，增
长 10.1% 。 国 防 支 出 8082.3 亿
元，增长 12.2%。公共安全支出
2050.65 亿元，增长 6.1%。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1245.15 亿元，增
长 2.6%。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5.77 亿元，下降 20.7%，主要
是基本建设支出减少。商业服务
业 等 支 出 366.69 亿 元 ， 下 降
19.1%，主要是家电下乡补贴政
策到期后，2014 年不再安排补
贴资金，相应减少支出。

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 51874 亿元，增长 8%。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7217.87 亿
元，增长 10.9%；专项转移支付
19569.22亿元，增长 6.1%。

2.政府性基金预算。

中 央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4168.62 亿元，下降 1.5%。加上
上年结转收入 806.96 亿元，中央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 4975.58
亿 元 。 中 央 政 府 性 基 金 支 出
4975.58 亿 元 ， 增 长 16.8% 。 其
中 ， 中 央 本 级 支 出 3422.37 亿
元，增长 24%；对地方转移支付
1553.21亿元，增长 3.6%。

地 方 政 府 性 基 金 本 级 收 入
43140.61 亿元，下降 10.1%。其
中 ，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收 入

36371.31 亿元，下降 11.8%。加
上中央政府性基金对地方转移支
付 1553.21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
金收入为 44693.82 亿元。地方政
府性基金支出 44693.82 亿元，下
降 5.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6871.14 亿
元，下降 9.2%。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
政府性基金收入 47309.23 亿元，
下降 9.4%，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806.96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
入总量为 48116.19 亿元；全国政
府性基金支出 48116.19 亿元，下
降 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426
亿元，增长 34.7%。加上上年结
转收入 152.03 亿元，中央国有资
本 经 营 收 入 总 量 为 1578.03 亿
元 。 中 央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支 出
1578.03 亿元，增长 61.3%。其中，
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
等 民 生 支 出 184 亿 元 ，增 长
183.1%，占中央企业上缴国有资
本收益的 13%。

地 方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555.79 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 555.79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国
有资本经营收入 1981.79 亿元，加
上上年结转收入 152.03 亿元，全
国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总 量 为
2133.82 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 2133.82亿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 国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收 入
37666.51 亿元，增长 9.1%，其中，
保险费收入 28087.56 亿元，财政
补贴收入 8211.85 亿元。全国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 32581 亿元，增长
13.9%。本年收支结余 5085.51 亿
元，年末滚存结余 48527.36亿元。

三 、认 真 抓 好 2014
年预算执行

（一） 严格依法理财，夯实管
理基础。（二） 完善厉行节约长效
机制，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三）
强化监督检查，严肃财经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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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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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
矛盾因而更为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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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
加大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
要性。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我国将维持
2.1%的赤字率，保持一定的刺激力
度。“这是根据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而
做出的选择。”曾志权说，对于赤字
问题，要辩证地看待。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当期会
扩大赤字规模，但随着积极财政政
策的实施，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

也 会 增 加 ， 长 期 来 看 能 弥 补 赤 字 ，
实现收支平衡。因此，只要赤字规
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就能起到
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确保财政可持
续的作用。

要让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刀刃
上”，还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今年的预算报
告指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
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
不采取挂钩方式，编制预算时据实安
排重点支出，不再采取先确定支出总
额再填项目的办法。

此外，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报告指出，将研究赋予地方政府
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建立以政府

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
制。除严格授权举借的短期债务外，
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只能用于城市建设
等公益性资本支出或置换存量债务，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同时，地方政府也将抓紧剥离融
资平台公司承担的政府融资职能，实
行分类管理和限额控制管理。比如，
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由
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以公共
财政收入和举借新债偿还；有一定收
益的公益性事业举债，主要由地方政
府发行市政债券等专项债券融资，以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报告还提出，推广运用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PPP)。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预
算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作为财税
体制改革的重点。就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而言，其中不乏新机制的引入。今
年的预算报告提出，建立跨年度预算
平衡机制，预算审核重点由财政收支
平衡状态向支出政策拓展，收入预算
从约束性转为预期性。

对于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预算报告指出，预算执行中如出现超
收，原则上用于削减财政赤字、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如出现短收，通
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削减支出
或增列赤字并在经全国人大审定的国

债 限 额 内 发 债 平 衡 。“ 预 算 执 行 结
果有别于预算预期的平衡状态，将成
为常态。”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财
政厅厅长曾志权就这一变化谈到。

为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今年的
预算报告还提出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
理。曾志权认为，制定中长期财政规
划，科学合理预测中期经济发展和财
政收入趋势，合理确定中期支出水平
和结构，以此作为年度支出预算的编
制依据，未纳入规划的项目不安排预
算，可以有效强化中长期财政规划对
年度预算的约束性，将有利于解决目
前财力固化严重的问题。

今年预算报告还有一个亮点，那
就是更加完整地报告政府预算。2013
年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全国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首次全部亮相，但全国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只报告了当年的安
排情况，没有编报上一年度的执行情
况。今年预算报告实现了除公布本年
度的预算数额外，还公布了上一年收
入、支出以及结余数额。

此外，预算报告强调，今年将进
一步加大对“三公”经费的公开力
度，细化公开内容，所有财政拨款安
排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

2013 年，我国坚持顶层设计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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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营改增为例，交通运输业和部
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顺利推向全
国 ，2013 年 全 年 减 轻 企 业 税 负 超 过
1400 亿元，促进了服务业发展和产业
结构优化。

预算报告显示，2014 年，推进税收
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继续推进营改
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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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要从整

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全面推进。”全
国人大代表、四川财政厅厅长王一宏
强调。伴随着营改增进程的加快，其
他税种的改革也在进行中。

对于老百姓比较关心的房产税，
报告显示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进程，
同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常
委会副主任郝如玉表示，这是对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落实税收法定
原则的贯彻。目前我国有 18 个税种，
其中 3 个是全国人大立法征收的，包

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
税，其他 15 个税种是全国人大授权国
务院通过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来征收
的。加快房地产税等立法，有助于贯
彻落实“费改税”。同时，税收法制
化进程加快，也使得税制改革于法有
据，为深化税制改革提供了健全的法
律保障。

今年还将进一步扩展小型微利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并完善促进养老、健
康、信息、文化等服务消费发展的财税
政策。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工商联
主席孙明认为，这将有助于让税收公
平惠及更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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