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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园“孵化”小微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
在今天举行的国际电信联盟 2014 年全权代表
大会上，工信部副部长刘利华表示，中国将致力
于推进信息通信领域改革开放，加快完善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积极扩大信息通信领域国际交
流与合作，并加大对国际电信联盟支持力度。

刘利华指出，当前全球正进入以信息产业
快速发展为标志的新经济发展时期，在此背景
下国际电信联盟提出“连通目标 2020”愿景，倡
议建立由互联世界赋能的信息社会，中国作为
国际电信联盟的积极参与者，将用实际行动支
持国际电信联盟各项举措。

刘利华还表示，中国将致力于推进信息通
信领域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取向，构建更加公
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加快完善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实施“宽带中国”战略，推动第四代移动通
信发展，着力缩小城乡和地区“数字鸿沟”。大
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强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集成创新和应用，实现
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同时，
积极扩大信息通信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
强与各国在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标准
制定、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合作。

工信部副部长刘利华——

坚持信息通信市场化取向

本报讯 记者陆敏报道：“目前我国创业板
市场有 397 家公司，汇聚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环保等一批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已成为境内支
持创新型、成长型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平台。”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深圳证券交易
所副总经理、创业板负责人刘慧清说。

据刘慧清介绍，与其他板块相比，创业板市
场定位服务于自主创新战略、定位于服务创新
型和成长型企业。目前，创业板地处县、乡级区
域的公司有 51 家，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
企业；创业板还支持了一批城乡支柱工业企业、
农业企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有力促
进城乡区域结构矛盾的解决；通过支持华谊兄
弟、大禹节水、蒙草抗旱等一批文化创意、节能
环保的新兴产业公司发展，创业板也推动了我
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刘慧清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在我国大力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时期，创业板还需发挥更大的作用：“创业板市
场仍需坚持改革的步伐不停歇，全面推进市场
化改革，用机制创新带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
引领全社会创新局面的形成，为中国创新经济
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资本平台。”

深交所副总经理刘慧清——

为创新提供更坚实资本平台

加强电子商务领域信用建设
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电子商务高速发

展中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
为此，需要建立健全电子商务企业客户信

用管理和交易信用评估制度，加强电子商务企
业自身开发和销售信用产品的质量监督。推行
电子商务主体身份标识制度，完善网店实名
制。加强网店产品质量检查，严厉查处电子商
务领域制假售假、传销活动、虚假广告、以次充
好、服务违约等欺诈行为。打击内外勾结、伪造
流量和商业信誉的行为，对失信主体建立行业
限期禁入制度。促进电子商务信用信息与社会
其他领域相关信息的交换和共享，推动电子商
务与线下交易信用评价。完善电子商务信用服
务保障制度，推动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担
保、信用保险、信用支付、商账管理等第三方信
用服务和产品在电子商务中的推广应用。开展
电子商务网站可信认证服务工作，推广应用网
站可信标识，为电子商务用户识别假冒、钓鱼网
站提供手段。 （关 平）

10 月 21 日，在安徽铜陵大学生创业园，铜

陵秋愿宅配馆创办人宣乔（右）在装配装饰

画。目前，在创业园中“孵化”成长的小微企业

达 42家。 过仕宁摄（新华社发）

正如市场预期的那样，三季度 7.3%的
经济增速并未掀起轩然大波，尽管这是
2009 年一季度以来中国季度 GDP 增速的
新低。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和市场
观察人士已经逐步适应用战略上的平常心
态来观察中国经济新常态。

放眼全球，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 7.3%
的增速仍然领跑世界经济；环视国内，中国
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大势
依然未变。

居民收入跑赢GDP

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也就是要让广大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
果。陆续发布的一系列前 3 季度主要经济
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等主
要数据基本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平衡。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
统计司司长盛来运指出，“今年的就业形势相
当不错”。数据显示，1至9月份，我国城镇新
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已经提前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居民收入也跑赢了 GDP”，盛来运说，
前 3 季 度 ，全 国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现 金 收 入
8527 元，同比实际增长 9.7%；全国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4986 元 ，同 比 实 际 增 长
8.2%。各项居民收入增速都超过 GDP 增
速，更远远超过 2.1%的 CPI 涨幅，表明居民
生活质量继续提高。

同时，国民经济运行物价环境也比较
宽松。前 3 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全国物价处在总体稳定、温和上涨的
状态。后几个月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全年控制在 3.5%的上限内已完全没有悬
念，出现通缩的证据尚不充分。

五大变化亮点突出

调结构取得新进展

稳健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快推进经济结
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盛来运认为，中
国经济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
化，这些变化都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质量
和效益稳步提高。

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突破。三产增速
继续超过二产的趋势今年在延续，前3季度，
三产增速为7.9%，高于二产的7.4%；三产比
重达到46.7%，高于二产2.5个百分点。工业
内部结构调整也在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
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整个经

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
需求结构有积极变化。今年以来投资

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开始换挡，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前 3
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48.5%，比上年同期提高 2.7个百分点，比资
本形成总额增速的贡献要高 7 个百分点左
右，整个经济再平衡的态势比较明显。

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前 3 季度，
居民收入增速不仅比 GDP 增速高 0.8 个百
分点，同时也高于财政收入 8.1%的增速和
企业利润增速，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在国民
经济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另外，城乡
居民收入的差距继续减少，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倍差 2.59，比上年同期缩小 0.05。

区域结构也有所改善，东中西部区域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增强。东部地区的引
领作用更加明显，中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区
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后发优势继续得到
发挥。

此外，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消耗
也有所减少。前 3 季度，单位 GDP 能耗同
比下降 4.6%。

“这 5 大变化是今年以来经济运行中
几个突出的亮点，也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新的发展趋势。”盛来运说，“从这个角度
讲，今年以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有放缓，
但是增长结构在持续改善，增长质量有所
提高，经济内生的新动力有所集聚，同时新
经济的成分在茁壮成长。整个中国经济应
该说继续在向好的预期方向发展。今后一
个时期，要呵护好、引导好这些新趋势，进
一步巩固加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
好势头。”

产能过剩压力增大

调结构阵痛超预期

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我国经济下行
压力巨大的事实。

三季度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既要看到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的客

观原因，更要看到这是在三期叠加压力下
结构调整的阵痛超出预期的必然结果。结
构调整的阵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多年积累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仍然
突出；二是今年以来房地产持续调整的累
积效应有所增加。这两个因素，短期来看
会影响相关企业的生产、消费和投资。

钢铁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和生产放
缓，反映出传统领域、传统行业为主的实体
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去产能化、
去库存化的难度比以前大，持续的时间也比
以前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连续 31
个月负增长就是产能过剩矛盾的体现。

发展动力不断涌现

平稳较快发展可期

一 季 度 7.4% 、二 季 度 7.5% 、三 季 度

7.3%，中国经济前 3 季度的表现虽不是大
起大落，也可谓波浪起伏。下一阶段走势
将会如何呢？

盛来运认为，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
发展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国仍处在战
略机遇期，支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发展条件
和潜力比较大。

当前，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
业现代化等新“四化”仍具潜力，中西部地
区后发优势仍待发挥，再加上消费处于结
构升级的关键阶段，这些都将为经济持续
平稳增长提供新动力。此外不断加大力度
的改革创新会给经济发展赋予新的活力。

当然，也要看到，提供新动力的新经济
增长速度比较快，但体量还比较小，因此经
济运行仍体现出较大的下行压力。在这种
情况下，既要保持定力，继续加大改革和结
构调整，同时也要进行适度的预调、微调，
力争把经济稳定在一个合理、合适的区间。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巨大的结

构性变革，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正在向

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变，人口和劳动力结

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力将由富余向

结构型短缺转变。

服务主导型经济正在向我们走来。与

过去工业主导型经济相比，服务业主导型

经济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因为

服务业主要满足国内需求，受国际汇率和

价格变化影响相对较小，且服务业主要为

了满足消费需求，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动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

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增长波动会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服务业增长较为稳定的特

点也有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提高；同

时，服务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

的吸纳能力比较强，就业弹性会趋于提高。

还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由工业主导型

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是在人口

和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

的。近年数据显示，2011 年已经可以确立

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之年。2012

年，15 至 59 岁（含不满 60 周岁）劳动年龄人

口出现下降苗头，比 2011 年减少 345 万；

2013 年下降趋势基本确立。同时，农民工

增速也呈持续回落态势。劳动年龄人口达

到峰值、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也即将面临

拐点，预示着劳动力富余时代基本结束，结

构性短缺将成为常态，劳动力成本也将持

续上升。

要重视这种趋势性变革，顺应规律、顺

应经济发展大势，因势利导，加快生产性服

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整个服

务业的发展以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三季度经济增速回落不改稳中有进大势——

结 构 调 整 喜 现 积 极 进 展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三季度经济增速回落不改稳中有进大势——

结 构 调 整 喜 现 积 极 进 展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结构性变革正在发生
唐一平

财政部 10 月 21 日发布数据显示，9 月
份 全 国 财 政 收 入 99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3%。这一增速，延续了三季度以来略高于
6%的缓慢增长态势。与前3季度8.1%的增
速水平相比，三季度的增速整体偏低。这说
明，财政收入增长步伐放缓，与经济下行态
势保持一致。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税收结构
变化、财税政策调整“应对”效果显现，纷纷
传递出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新变化”。

“前 3 季度，财政收入变化主要受到两

大因素影响，即经济运行和减税政策。”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他分析说，GDP 三个季
度逐步下调，每“下”一个百分点，大约“减
少”6000 亿元的规模。目前我国税收占
GDP 的比重约为 20%，因而相应的就“减
少”1000多亿元的税收。

同时，这一递减的数值也有“人为因
素”，通过减税政策释放企业活力，实现经
济内生力的增强。据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

言人郭晓林介绍，营改增试点以来，减税总
规模已达 2679 亿元。今年随着试点扩大，
减税力度还在逐步增强。如果把减税的部
分还原过来，将对税收增长形成支撑。

此外，今年以来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
一系列减税政策相继出台。“在财政收入增
长放缓的情况下，加大减税力度，是‘牺牲’
部分税收收入来支持企业发展、扩大就业，
特别是推动企业转型，为长远的经济可持
续发展创造条件。”白景明说。

在前 9 个月 106362 亿元全国财政收
入 中 ，税 收 收 入 90695 亿 元 ，占 比 超 过
85%。白景明分析说，税收变化反映出来
的结构调整，体现了行业企业“主动”或“被
动”的调整，这显示出在结构调整中市场调
节作用在逐步放大。

从支出情况看，随着管理水平的提升，
支出进度不断加快。一方面体现在整体支
出上，前 9 月全国财政支出 103640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 12107 亿元，增长 13.2%，
完成预算的 67.7%，比去年同期提高 1.5 个
百分点。另一方面，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
力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
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等，进度
都快于 67.7%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城乡社区
支出 9158 亿元，同比增长 19.4%，完成预算
约八成，大大超过平均进度。

随着支出进度加快，支出增速“跑赢”
收入增速。1 至 9 月，全国财政支出逾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比同期财政收入
高出 5.1 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盘活存量
和用好增量财政资金将成为支持经济稳定
发展的重要手段。

财税专家表示，盘活存量要提高流动
性和提高资金效率。如财政收入方面，要
打破依靠土地出让收入的格局，逐步转向
税源稳定的财税收入格局；再如优化支出
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长步伐放缓

财 税 政 策 调 整 效 果 显 现
本报记者 崔文苑

三 季 度 我 国 GDP 增

速有所回落，但前 3 季度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等

主要数据基本协调，经济

社会发展更加平衡，我国

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有

进、稳中提质的大势依

然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