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就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60 周年作出
的重要批示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职工表示——

让“两路”精神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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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8 月 31 日
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在
经过 4 次审议之后，预算法
完 成 了 20 年 来 的 首 次 大
修。8 月 31 日下午，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预算法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修改预算法的决定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
主任王超英在接受 《经济
日报》 记者提问时说，此
次修改加强了人大对预算
的审查监督，主要表现在
要求报人大审批的预算草
案应当进一步细化，完善
预算的初步审查制度等方
面 。 例 如 ， 为 解 决 预 算

“不清楚”、“看不懂”的问
题，修改后的预算法在预
算编制阶段，要求各级预
算支出应当按照功能分类
和经济分类编制，通过功
能分类反映支出方向，如
教 育 支 出 、 科 技 支 出 等 ；
通过经济性质分类反映支
出用途，如工资支出、购
买商品或者服务支出等。

修 改 后 的 预 算 法 规
定 ， 政 府 预 算 、 预 算 调
整、决算和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及其报表，应当在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
后 20 个自然日内公开；部
门预算、决算，应当各级
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 20 个
自然日内公开。

财 政 部 部 长 楼 继 伟 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修改后的预算法重点解决了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 3 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建立通过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的方式举债融资机制，赋予地方政府以适度的举
债权，解决“怎么借”的问题。其二，对地方政府债务实
施分类管理和规模控制，让地方政府的债务分类纳入预算
管理，并接受上级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监督，解决“怎
么管”的问题。其三，理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解决“怎
么还”的问题。为此，修改后的预算法中规定，政府的资
产负债表要向社会公开，引入评级。

针对一些专项资金效益低下、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
修改后的预算法对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专项转移
支付作了全面规定。同时，修改后的预算法还规定了建立
跨年度的预算平衡制度。

预算法完成二十年来首次大修

政府预算要便于公众

﹃
看得懂

﹄

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讯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 31 日下午表决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
决定》。

根据 《决定》，从 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据悉，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
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
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
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
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
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
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
名行政长官人选。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

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依照法定程序通过修改 《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一 《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予以规定。修改法案及其修
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和本决定的
规定，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提出，经立法会全体议员
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决定》 说，如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未能经法定
程序获得通过，行政长官的选举继续适用上一任行政长官
的产生办法。

《决定》 明确，香港基本法附件二关于立法会产生办
法和表决程序的现行规定不作修改，2016 年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继续适用第五届
立法会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在行政长官由普
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
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三版刊登 《走好香港政制发展的关键一步》）

关于决策层已明确表述的“新常态”

概念，我的领会是在决策基本判断上已

看清我国面临经济运行状态的阶段性转

变，并伴随全面配套改革需要取得“决定

性成果”的关键性新时期。宏观经济以

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为代表的运行态势，

将完成一个“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探底

过程。同时，在增长速度换挡期与结构

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

叠加”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握住的关键性

能动作为，是需再加上一个“改革攻坚克

难的推进期”，以制度红利的释放来对冲

下行因素，完成“趋稳”、“蓄势”，并以“创

新”发力而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升级

版”次高速健康发展阶段。

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必须立

足于服务全局，努力促进国民经济运行

的基本稳定与提高质量，并在加快发展

方式转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中，把短期的、年度的调控与中长期实

现“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目标衔接起来。

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至少需考虑

把握好如下要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

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

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

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

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目前以积极

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来作“一松一

紧”的搭配，总体上适应新常态进入期的

调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气水平、就业率水

平可接受的底线上，让市场更好发挥“优

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

用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只要经济运行

不出现可能穿破底线的重大特征变化，对

此决不轻易改变。

二是两大政策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

控、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互有侧重、优势

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

化“供给侧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

势必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

合、策应货币政策时，理应把现阶段的总

量扩张（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

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

合，突出重点，兼顾其他，以财税政策手

段倾斜支持“三农”、社保、小微企业、科

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

域。另外，2014 年货币政策方面“定向降

准”等把总量型政策工具结构性运用的

操作，也值得及时总结经验，加入“供给

管理”的区别对待式政策组合。以财政、

金融相互协调机制支持的政策性金融和

开发性金融的发展，亦需放入“供给管

理”框架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

侧发力，有助于结合中国国情与特定发

展阶段，在新常态下把从保障房建设、小

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到重

大项目建设等的一系列重要事项做好

做实。

三是两大政策的设计与运作必须积

极有效地服务于、配合于推进财税、金融

等方面改革的展开和深化。财政改革作

为在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 2014

年率先启动的重头戏，将在预算管理、税

制和中央地方体制关系三大方面推出一

系列举措，也将在财政信息透明度、跨年

度预算编制、资金绩效提升、转移支付、

地方债务、具体税种改革和中央地方分

配关系等方面产生众多与新制度供给相

匹配的新政策供给需求。金融改革的一

些重要事项，如存款保险制和中小金融

机构兴办、人民币“走出去”与汇率机制

的优化，特别是关键性的利率市场化改

革等，亦都摆上了改革议程，需要政策配

合。两大政策还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国债

发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管理等

“结合部”方面创新机制。以财政政策为

主支持公车改革、司法改革、资源产品价

格 改 革 等 等 ，亦 是 无 法 回 避 的 重 要 任

务。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需要服务改革、

寓于改革。

以上关于两大政策的松紧适度合理

搭配、供需管理结合而更加注重供给管

理和服务支持改革，其内在逻辑都是在

于要适合新常态的“趋稳”、“蓄势”与“创

新”需要而服务全局。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
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新 常 态 下 的 财 政 和 货 币 政 策

中国作协 28 日在京发布了 《文学工作者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议书》 后，社会反响强烈，作
家、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纷纷表示支持倡议书，
要自觉肩负起文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用文学的力量
激励每个人奋发前进，积极做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
行者。

《倡议书》 倡议全体文学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
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文学的重要引领作
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汇于作品之中，用文学
的方式筑牢我们的精神高地，让文坛成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园地。

《人民文学》 杂志原副主编崔道怡说，在今天这
个时代讨论文学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分必要和有意义。曾几何时，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
曾鼓舞着我们，传播着正能量。李瑛的长诗 《我的中
国》，用爱国理想鼓舞每颗跃动的心；徐贵祥的长篇
小说 《八月桂花遍地开》，让每个炎黄子孙都唤起中
国记忆⋯⋯这些作品早已焕发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个词语的诸多蕴意。

“然而，进入消费时代，物欲膨胀起来。一些投
合市场需求，追求世俗卖点，抛弃生活实际，远离高
尚情操的畅销文字大行其道。”崔道怡认为，作家首
先应该是有良心良知的人，同时也是以增进读者良心
良知为己任的“灵魂工程师”。在这个意义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对文学工作者的
嘱托，更是读者对作家的期望。

多位作家表示，坚决拥护 《倡议书》 提出的“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要求，热情拥抱时
代，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把人民的冷暖、群众的诉
求熔铸笔端，记录身边的感动，讴歌奋斗的人生，激
励人们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

“我写了二十多年、几百万字。”作家胡学文饱含
深情地说，回顾写作生涯，唯一让自己踏实、满意的
地方，是我一直没有脱离生活。文学从生活中来，我
认为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至少对我是这样。一个作
家纵有再大的抱负，如果只会用虚幻的经验写作，作
品就如同加了过多防腐剂的伪劣食品，不但没有营
养，还可能伤害身体。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愿意
用这八个字作为回答：扎实生活、诚实写作。

来自天津的作家武歆说，作家在创作中“用文学
人物去表现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核心价值观形象
化”的具体体现。讲好中国故事，把鲜明的艺术人物
呈现在中外的年轻读者面前，让他们读懂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内心情感，感动他们的信仰、追求和理想，
其实也是理解了“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下转第八版）

给作品注入阳光 给社会输出正能量
——文学界积极响应《文学工作者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议书》

新华社记者 姜 潇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相关决定

香港特首2017年可实行普选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相关决定

香港特首2017年可实行普选

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讯 记者
薛志伟报道：今年是川藏、青藏公路
建成通车 6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近
日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进一步弘
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
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

“两路”精神，养好两路，保障畅通，
使川藏、青藏公路始终成为民族团
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
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同时要求西
藏要加快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确保到 2020年同全国一道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在
全国各地各部门引起强烈反响。8
月 9 日一早，武警交通二支队四大
队官兵来到位于拉萨河畔的川藏青
藏公路纪念碑前庄严宣誓：“我宣
誓，弘扬‘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
一家，民族团结⋯⋯”誓言如铁，响
彻云霄，这也是武警交通运输部队
全体官兵的庄严承诺。

川藏、青藏公路的改扩建、养护

更是交通运输部门义不容辞的责
任。交通运输部制定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西藏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将加大对西藏交通运
输跨越式发展的支持力度，提出到
2020 年西藏公路总里程达到 11 万
公里，国家三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
到 65%，县县通沥青（水泥）路，村村
通公路；干线铁路网初步形成，铁路
运营里程达到 1300公里；干支结合
的民航机场布局网络初步形成，旅
客吞吐量达到 700 万人次，为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和藏区人民致富奔小
康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60 多年来，“两路”精神代代相
传，西藏交通也日新月异。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批示给直接受益的西
藏、青海、四川三地带来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洛桑江村表示，川藏、青藏公
路像两条飘落人间的洁白哈达，把
西藏与祖国大家庭紧紧连在一起。
目前，一个以拉萨为中心，“三纵、两

横、六个通道”为主骨架的公路交通
网已经显现，以公路交通运输为主，
铁路、民航、邮政为辅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基本形成。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表示，将加
快推进实施甘孜州公路建设推进方
案，加快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国道
G318 线东俄洛至海子山段公路改
建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早日开工
汶川至马尔康高速公路项目。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表示，要打
通青海藏区与中部和东部地区、西
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运输通道。青
海省省长郝鹏表示，一定要学习贯
彻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以
此为动力，继续为推动青海交通事
业跨越式发展、为青藏两省区长治
久安提供支撑和保障。

山西、河北、江苏、辽宁、内蒙古、
宁夏、湖南等兄弟省区市交通运输部
门也投入到了“两路”精神的学习热
潮中，他们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对
西藏交通运输事业的资金、人才、技
术、项目、管理等支持力度。

□ 贾 康

这是在川藏线东海路段天路十八弯观景台看到的国道 318 线 （7 月 22 日摄）。60 年前，川藏公路通车，天堑

变通途，这条路因沿途风景秀美和艰险异常闻名于世，而经过近年对多个路段的整治升级改建，川藏线在 60 年

后迎来新生。 新华社记者 李华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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