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设出现了重地上、
轻地下的问题，‘城市拉链’普遍、部分城
市内涝、地陷问题严重，天然气、石油管网
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中国石化天津石化
总经理朱建民代表在天津代表团小组审议会
上发言说。他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城市地下
管网都没有准确数据，缺失相应的管理和制
度，“我建议，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推进
地下规划，根治城市地下‘顽疾’。”

朱建民代表的话刚说完，其他代表就频
频点头。“你说的我深有体会，原来都是边
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缺乏总体规划的意
识。滨海新区刚刚建设时，我们就查看了地
下管线情况，发现地下管网交错复杂，没有
一个准确统计数据。”天津市副市长、滨海
新区区长宗国英代表回应说。

天津市规划局总规划师、滨海新区规划
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霍兵代表是城市规划
领域的“老行家”，对于如何根治这一城市

“顽疾”，他总结了 8 个字，“不欠新账、急
补旧账。”

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在建设时期，
就先把地下管网情况调查清楚，再进行总
体统筹规划，规划做得尽量长远，这样做
是“不欠新账”。近两年，天津统筹数据信
息 成 立 了 城 市 管 网 的 信 息 中 心 ， 在 努 力

“急补旧账”。霍兵代表说。
对于百姓一直痛恨的“城市拉链”问

题，现在靠新技术也将得到解决。“有一种
技术叫‘共同沟’，目前正在进行试点。”霍
兵代表介绍说，“共同沟”即城市地下管道
综合走廊，是指将设置在地面、地下或架空
的各类公用类管线集中容纳于一体，并留有
检修人员行走通道的隧道结构，既便于修
理，又节省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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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把投资作
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
键”，投资到底发挥
怎样的作用，成为今
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
热议的话题。多位代
表委员表示，这一点
必须要明确。虽然当
前重复投资、盲目投
资 、 无 效 投 资 还 存
在，也确实造成了产
能过剩等突出问题，
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
投资的重要作用，关
键是投向哪儿。当务
之 急 是 优 化 投 资 结
构，提高投资的质量
和效益。

“推动中国经济
增长，必须靠兼具质
量和效益的投资。虽
然在一些产业和地区
存在产能过剩，但并
不是说全社会的投资
都饱和了。要想避免
产能过剩，关键在于
做 好 投 资 的 事 先 把
控。”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
夫委员说。

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 张 晓 强 委 员 也 认
为，“在保持增长的
同时，更重要的是投
资结构的优化。近年
来，中央预算内投资
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
长。但与 2013 年 40
余万亿元的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相比，今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的 4576 亿元并不
是很多，这种情况下
就更需要政府投资发挥好‘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关键是怎么引导。”

有效投资该投向哪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明确的指向，报告提出，“中央预算内投资
⋯⋯重点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重大水
利、中西部铁路、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

对于保障性住房，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委员介
绍说，“现在要改造的 470 万套棚户区都是比较
难啃的‘硬骨头’，主要集中在商业改造不易的
地区、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三线企业比较集中
的城市。更大规模加快棚户区改造，中央预算内
资金已经安排了很大一部分作为补贴。”

代表委员们对此也纷纷建言献策。从事新
材料产业的安徽省蚌埠市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院长彭寿代表建议，把投资投向环保、节能等
领域，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徽省畜禽遗传
资源保护中心主任赵皖平代表说，“有效投资应
该投向养老、公共事业、保障性住房等领域。
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的领域，都可以投。在这
一过程中，不必过于纠结国企的控股比例。”河
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周春艳代表则说，“要
科学合理地调整国有资本投资的领域和方向，
推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领域逐
步向民间投资开放。”

“目前，我国有效投资的空间还很大，例如
城市里的基础设施仍然严重不足，因为治理雾霾
而带动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也需要支持，科技创
新方面还有不小的资金缺口，这些都需要投资的
带动。如果通过投资把这些方面都发展起来，未
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 7.5%的增长没有问题。”林
毅夫委员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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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大账本” 用好“保底钱”
—— 代 表 委 员 热 议 预 算 报 告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朱 磊 熊 丽 刘 瑾

根治城市地下“顽疾”——

不欠新账 急补旧账
本报记者 齐 慧

今年对预算报告的讨论、交流，似乎
不再只是专业人士热切关注的事了。从
汽车行业的企业家到作家，从西北各省市
的“一把手”到西南偏远山区的村支书，大
家对国家“大账本”审查、讨论的热情和能
力都明显提高。

“今年的预算报告很‘好看’，有两方
面意思。一是内容丰富，改革力度大。二
是可读性强，不再只是‘报账’，收了多少、
支了多少等等。有比较多的政策解释，还
配发有彩图版本答疑解惑。”全国人大代
表、四川省九龙县烟袋乡毛菇厂村党支部
书记张国富说。由于预算报告的通俗简
明，代表委员们看得更清楚、思考也更为
透彻。

期待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

不少代表委员表示，今年预算报告一
大亮点是，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的支出范围和重点，首次完整“亮相”。

代表委员们肯定这一变化的同时，也
对政府预算体系进一步完善有了更多的
期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行全口
径预算管理”，涉及政府所有的资金收支，
都应该纳入人大的审议范围，才符合“全
口径”的概念。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乐
山市副市长徐建群认为，政府性债务也应
加快步伐纳入预算管理，进入人大的监督
范围，以提高预算的完整性。

预算法亟待修订

今年的预算报告提出，要加大“三公”
经费公开力度，细化公开内容，所有财政
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全国
政协委员黄建初表示，“打造阳光财政，让
群众看明白、能监督，这对预算改革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各个地方统计口径存在差异、
公开还存在预算不完整等问题。不过，我
们已经启动改革的步伐，正在改善之中。”
徐建群代表说。她进一步建议，应该从全
国层面来制定这一制度框架，比如统一计
算的口径。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阿来表示，“立法是根本。应该通过法律
法规完善，督促信息的公开。”他建议，加
快预算法修订。黄建初委员也强调，预算
法的修订必须尽快提上议程，“这项工作
从 2004 年开始经历了 3 届人大，今年应
该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了。”全国政
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预
算法如果要调整，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就
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包括明确各
级人大、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
在预算管理中各自的权限等。”

民生投入要“舍得”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宝鸡市委书
记上官吉庆比较关心财政资金的投放情
况。他向记者解释说，在 2013 年的预算
执 行 情 况 中 ， 农 林 水 事 务 支 出 增 长
0.2%，增长幅度还是偏小。在 2014 年中
央预算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中，农林
水支出增长 8.6%，节能环保支出增长
7.1%，看起来不少，但还是低于 9.5%的

平均增幅。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上官吉

庆代表说，农村的小康是整个国家小康的
关键环节。当前提供给农村的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还是比较少，与农村的现实需
要相比差距太大。“建议财政支出进一步
加大对‘三农’和节能环保的投入，并向广
大西部地区倾斜。”他说。

张国富代表也建议说，一些与老百姓
密切相关的领域要“舍得花钱”。

加强资金投放针对性

徐建群代表关心的则是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率，“我觉得财政奖补机制应进一
步完善。”她表示，补助资金是任务完成达
标后发放的奖励，迟来的奖励资金对该项
建设起不到多大的助推作用。不如把这
笔钱用到其他缺资金的领域或项目上，加
强投放的针对性。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于国安认为，财政资金投放后，如何提高
使用效率是关键。他告诉记者，从今年 1
月 1 日起，山东在全省启用新版惠民补
贴“一本通”系统，贯通省市县乡 4 级财
政，实现财政与公安、民政、农信社等联
网，为民生支出监管加上了一把“保险
锁”，确保民生资金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老
百姓身上。

日前召开的证监会系统首场代表委员
记者见面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证监会上市
部一部主任欧阳泽华，全国人大代表、证监
会机构部巡视员欧阳昌琼就并购重组等热
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并购重组将迎来系列改革措施

“为提高并购重组效率，证监会已经和
有关部门达成意向，根据各自行政法规要求
和职责分工，完成各自的程序，使并购重组
审批变成并行式审批。”欧阳泽华代表说，今
年将推出这一工作机制，建议降低并购重组

当中的税收安排。
据介绍，我国今年将对并购重组实施一

系列改革措施。欧阳泽华代表表示，关于并
购重组的改革思路，一是将继续以公开化、
透明度为导向提高并购重组的审批效率；二
是丰富并购重组支付工具，拓宽融资渠道，
引入定向可转债、优先股作为支付工具。

将关注“超日债”事件可能引发的风险

针对债券市场历史上首单付息违约事
件，欧阳泽华代表表示，将关注“超日债”事
件会否引发局部性甚至系统性风险。关于

债券市场管理，他说，企业要继续做好分阶
段的信息披露；交易所要敦促发行人和债券
的承销机构，共同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监管层要根据公司债券具体情况和相应情
况研究完善投资者救济安排，根据债券市场
新的情况和特点，考虑健全完善有关债券持
有人利益司法救济制度。此外，欧阳泽华代
表建议，加快证券法修改。

机构监管规则部分需重新制定

对于“机构监管”话题，欧阳昌琼代表
透露，证监会正就机构监管作出调整。目

前来看，证监会对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监
管正趋于统一，今后，大机构监管方面需
要做的是，在统一监管驱使下适应金融机
构综合经营的趋势，同时顺应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整合和统一相同业务之间的监管
规则，因此，有些规则可能需要进一步修
订，有些还需重新制定。

“同时，今年要启动证券公司有关设立审
批、恢复新设的工作。”他表示，首先，要放
宽市场准入条件，对民间资本、专业人士开
放，支持符合条件的主体发起设立或者参股
控股证券公司；其次，要建立业务牌照管理
体系。

证监会系统举办代表委员记者见面会透露——

并购重组今年将推并行式审批
本报记者 谢 慧 崔文苑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
汉元表示，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就，但传统化石能源消费在整个能
源消费结构中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由于没有建
立起强制性的市场保障政策，无法形成稳定
的市场需求。

“目前，国家支持风电、太阳能、生物
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还不完
整，没有形成支持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的长
效机制。”刘汉元委员说，在现行市场规
则、政策环境和技术水平下，除了水电和已
经成熟应用的太阳能热水器有能力参与市场
竞争外，大多数可再生能源行业缺乏竞争
力。刘汉元委员建议，国家应加大推动清洁
能源发展的力度，下决心改变能源利用方
式，加速做好能源规划和布局工作，提高非
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刘汉元委员：

提升可再生能源战略地位
本报记者 曹红艳

“化解产能过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谢超英表示，
化解产能过剩最根本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要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开拓境外市场。

“这样既能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也能帮助企业
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谢超英代表说，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产能
过剩都曾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加以化解。
中国的产品、技术在非洲等地区不仅有巨大
的市场需求，而且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不过，
谢超英代表提醒，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走
出去”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风险防范、融资、人
才和服务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建议出台
政策措施予以支持。比如，积极组织相关行
业企业到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区开展经贸
考察活动，在上述地区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帮
助企业应对贸易摩擦，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投
资贸易政策与规则的国际营销人才，加强资
金信贷支持，等等。

谢超英代表：

“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认 真 履 职
3 月 7 日，人大各代表团集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上图为江苏代表团在全体

会议开始前，孙国庆、陆亚萍、李叶红代表（从左至右）

就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交流。右图为赵步长代表在山

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建议加快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步伐

期待预算法的修订尽快提上议程

建议财政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和节能环保的投入

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