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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单独两孩政策效果正在显现，
2014 年 中 国 出 生 人 口 1687 万 人 ， 比
2013 年增加 47 万人，人口出生率比上年
提高 0.29 个千分点。”国家卫生计生委计
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近日在接
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单独
两孩政策实施后，再生育申请数量在预
期范围内平稳增长，在育龄妇女持续减
少的情况下，我国出生人口与前几年相
比上升幅度比较明显。

监 测 显 示 ， 2014 年 7 月 、 8 两 个
月，全国每月申请单独两孩夫妇达到 15
万对左右，目前已稳定在每月 8 万到 9

万对。截至 2015 年 5 月底，全国 145 万
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 万对办理
了手续。河北、辽宁、浙江、山东、湖
北、重庆、四川等 7 地占到申请总量的
55.2%。

“调查显示，我国群众的生育观念发
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性别选择等方
面。”杨文庄指出，我国单独两孩目标人
群(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孩
的)约 1100 万，以“80 后”为主，占到
69.2%。城镇人口居多占 57%，农村人口
占 43%。2015 年初，卫计委开展专项调
查发现，39.6%的目标人群有再生育打

算 ， 与 2013 年 的 调 查 相 比 有 所 下 降 。
2015 年我国一孩出生减少，二孩出生增
加，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下降了 1.72 个百
分点。

不过，“十二五”以来，中国总人
口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14 年末达到
13.68 亿人。数据表明，2014 年我国 0
岁 至 14 岁 低 龄 人 口 占 比 16.5% ， 低 于
世 界 平 均 26% 的 水 平 ， 与 发 达 国 家 相
当 。 2011 年 15 岁 至 59 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达 到 峰 值 9.4 亿 后 开 始 回 落 ， 2014
年降至 9.3 亿。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依
然庞大，相当于欧洲劳动年龄人口的
2 倍 ， 比 发 达 国 家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之 和
还要多。

对 于 公 众 十 分 关 注 的 “ 何 时 全 面
放开二孩”问题，杨文庄回应，当前
人口政策调整的主要任务是要继续组
织实施好单独两孩政策，加强初生人
口 的 监 测 ， 加 强 政 策 实 施 效 果 的 评
估，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完
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为下一步调整完
善生育政策创造环境、奠定基础。同
时也要积极做好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

政策的研究论证工作。“生育政策的调
整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事关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权衡利弊，审慎
决策。按照中央的部署，依照法定程
序，逐步调整完善。我们现在正按中
央的要求抓紧推进有关工作。”

2010 年，我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总和
生育率数据是 1.18%。总和生育率是一
个时期生育水平的度量指标，国际上通
常将总和生育率低于 1.3%称为“低生育
率陷阱”或者“极低生育率”，认为这样
的生育率在人口更替、再生产和人口未
来发展上不利。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
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
院教授宋健表示，我国在调查和普查时
存在人口漏报的问题，经过补足漏报率
的测算，我国总和生育率大概在 1.5%至
1.65% ， 而 且 这 个 水 平 已 经 稳 定 几 年
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
鸿雁也认为，人口预测的值是在不断修
正的。2010 年在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
里 ， 中 国 的 总 和 生 育 率 是 在 1.6% 的
水平。

单独两孩政策效果显现，出生人口增幅明显——

“我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说法无依据
本报记者 吴佳佳

近日，财政部向社会公布了经全国
人大常委会批准的 2014 年全国财政决
算，并同时公布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决算表的 23 张表格和 5 个说明。值得
一提的是，决算表格中还增加了国有土
地收益基金收入等社会广泛关注的项
目，使得决算公开更透明、更完整。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体现出
中央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打造“透明财
政”的坚定决心。

151785.56亿元

重点保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对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
雍君来说，面对这些表格最为关心的是
决算和预算相较，是否有偏差、问题出
在哪儿。

根据决算表，2014 年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决算数为 140370.03 亿元，完
成预算的 100.6％，同比增长 8.6%。其
中税收收入 119175.31 亿元，完成预算
的 99.2％；非税收入决算数为 21194.72
亿元，决算数为预算数的 109.4%。

“从数据上来看，税收收入完成预算
情况有所欠缺，这说明税收增长压力加
大。不过，非税收入的增长对其进行了
弥补，保障了总体财政收入‘盘子’的
稳定。”白景明说。从表格中可以看出，
一些与经济运行较为密切的大税种收入
没有完成预算数。比如，国内增值税决
算 数 为 30855.36 亿 元 ， 为 预 算 数 的
98.6%；营业税为 18714 亿元，为预算
数的 95%。

从支出情况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决算数 151785.56 亿元，完成预算
的 99.2％。

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中，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决算数为 15968.85 亿元，完
成预算数的 100.5%；城乡社区支出决算
数 为 12959.49 亿 元 ， 为 预 算 数 的
108.1%。“从中可以看出这些重点领域
得到充分的财政保障。”王雍君说。同
时，还有一些领域完成预算“目标”差
距明显，比如教育支出决算数为预算数
的 95.9%。

专家表示，得益于新 《预算法》 改
革，决算表的完整性大大增加。比如，
在 2014 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
中，今年新增了一些大家关注的项目，
比 如 建 设 用 地 土 地 有 偿 使 用 费 收 入

556.03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
入 40385.86 亿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
入 1413.89 亿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
入 250.30 亿元，构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 42606.08 亿元，保障了决算公开
的完整性。

64493.45亿元

中央财政收入完成预算任务

去年，中央财政收入长期处于低增
长态势，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在年中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表示，完成预
算压力较大。从决算情况来看，2014 年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决 算 数 约 为
64493.45 亿 元 ， 完 成 了 预 算 的
100.2%，比上年增长 7.1％，顺利完成
预算任务。

在 64493.45 亿元收入的基础上，加
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1000
亿元，实际使用的收入总量为 65493.45
亿元。同时，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4161.11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7％，另
外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32.34 亿
元。中央公共财政收支总量相抵，赤字
9500亿元，与预算持平。

分析发现，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凸
显，造成工商业增加值增幅较低、工业
生产者价格下降，加上营改增的影响，
第一大税种国内增值税决算数比预算短
收约 657 亿元。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
收入中占比较大的进口货物增值税、消
费税和关税，也因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下
滑 、 进 口 额 下 降 等 因 素 影 响 ， 短 收
471.29亿元。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能够完成目标，金融业功不可没。
受益于去年下半年火爆的股市，证券
( 股 票) 交 易 印 花 税 决 算 数 达 到 647 亿
元 ， 完 成 预 算 的 132% ， 比 预 算 超 收
156.88 亿元。与此同时，得益于金融企
业所得税增加，企业所得税决算数比预
算数超收约 204 亿元，也为中央财政增
收加把劲。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给力因素，比
如，2014 年汽车销售量增长超过年初预
期，带来车辆购置税决算数为 2885.1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2%。再如，罚没
收入预算数为 45 亿元，决算数为 88.9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97.6%，比预算超收
43.93亿元，主要是查处药品行业商业贿
赂案件罚金数额较大。

18941.12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进一步削减

查阅表格发现，2014 年全国政府性
基金收入约为 54113.65 亿元，为预算数
的 114.4%。专家认为，之所以高于预
期，主要是因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收入高于预期。数据显示，2014 年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约 40479.69 亿
元，高于预算数的 17.6%。

具体来看，2014 年地方政府性基
金收入决算数为 51361.19 亿元，完成
预算数的 114.9%。相比之下，中央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略 显 逊 色 ， 决 算 数 为
4108.0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5%，下
降 3.1%。对此，《关于 2014 年中央政府
性基金决算及相关政策的说明》 进行了
相关解释，比如，2014 年铁路建设基

金收入完成预算的 83.2%。主要是铁路
货运周转量增长低于预期，基金收入相
应减少。再如，2014 年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只完成预算的 82.7%，
主要是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减少，基金
收入相应减少。

值得关注的是，2014 年中央对地
方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决 算 数 为 27568.3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3%；而专项转
移支付决算数为 18941.12 亿元，完成
预算的 96.8%。“这说明按照新 《预算
法》 的改革，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
度，而对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进行削
减 压 缩 ， 体 现 了 改 革 的 成 效 。” 白 景
明说。

此外，在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方面，
2014 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约 2008
亿元，略高于预算数，支出约 2014 亿
元 ， 为 预 算 数 的 94.4% ， 明 显 低 于 预
算数。

2014 年全国财政决算亮相——

“ 透 明 财 政 ”再 进 一 步
本报记者 崔文苑

7 月 11 日，山东高唐县移联网信电子商务正式启

动。据悉，移联网信集团面向农村市场，已在全国17个

省 600 多个县，设立了 20 余万家农村连锁加盟店。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近年来，有关部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力度越来越大，打造“透

明财政”决心越来越坚定。2014年全国财政决算表格亮相，便是

明证。从中可以看出，相关表格更加丰富、细节更加透明、决算公

开更加完整，朝着看得见、看得懂、能监督的方向，又迈出了重要

一步——

11 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
通过了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
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其中，涉及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一些重磅信息首次向社会披露：北京将
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 2017
年取得明显成效；“控”与“疏”双管齐下，严控新
增人口，2020 年人口控制在 2300 万以内，中心城区
力争疏解 15%人口⋯⋯

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
设，在 2017 年取得明显成效。坊间传说多时的将通
州建成行政副中心之举，终于尘埃落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华南城市规划院院长胡刚表
示，将政府的部分行政功能从过度拥挤的中心城区疏
解出来，不仅能够通过资源和服务的流动，带动远郊
新的副中心真正建设起来；同时，在涉及巨大利益调
整的疏解问题上，政府率先带头，也会给央企、事业
单位等起到表率和带动作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建设行政
副中心要认真总结北京中心城发展的经验教训，一
是进行前瞻性规划，把轨道交通建设提早谋划，做
到规划引领人口产业布局，防止在副中心“摊大
饼”，要留下永久的农田、绿地，预防新的“城市
病”，而不是等人来了资源到了再建设；二是尽快
疏解北京公共服务资源，增强副中心服务能力，争
取在 2017 年取得明显的进展；三是按照跨区域的战
略思路，谋划通州副中心与燕郊、大厂、香河、武
清、宝坻等河北和天津区县的联动发展。用一张蓝
图，把通州打造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区、先
导区。

北京市委全会表示，规划纲要中明确了 2300 万
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守住的底线。
为 此 ， 北 京 将 加 大 “ 以 业 控 人 ”“ 以 房 管 人 ” 力
度，城六区争取下降 15%左右，使人口资源环境与
首都城市战略地位相协调，让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更
加便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刘治彦表示，人口疏解是首都功能疏解的核心和敏
感问题，光靠户籍制度和行政限制调节行不通，必
须从城市功能设置这一源头进行引导。只有通过产
业、医疗、教育资源的对外扩张，让住在北京郊区
的人可以方便地就业、上学、就医，才能吸引人们
外迁。

目前，北京在产业限制目录、城市改造方面正在
加大力度。2014 年，北京市已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
和污染企业 392 家，搭建了 30 个产业疏解合作平
台，推进产业转移疏解项目 53 个，拆除中心城商品
交易市场 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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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将中心城区人口疏解 15%

北京加快破解大城市病

电 商 服 务 进 农 家

生育政策的调整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必须权衡利弊，审慎决策。

有关部门现在正按中央要求抓紧推进有关工作

我国在调查和普查时存在人口漏报的问题，经过补足漏报率的测

算，我国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5%至1.65%，并未进入所谓低生育率陷阱

本报北京 7 月 12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曙光公司
总裁历军近日表示，继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星
云”之后，“十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 7000 已开始
研发。

历军介绍说，高性能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
实力的体现。曙光 7000 是曙光公司设计的新一代超
级计算机系统，从处理器、高速通信网络、大规模存储
系统、系统软件到应用软件全面采用自主技术，安全
可控。

“曙光 7000 不是通用机，它是为某种应用而量身
定制的大型机，要想‘吃透’应用，难度很大，周期会很
长。”历军说。

历军同时表示，作为国内高性能计算机领军企业，
近年来，曙光公司一直注重高性能计算的应用，并正在
逐步向云计算服务提供商迈进。转型后，曙光将成为

“信息＋数据管理”服务供应商，并通过合作伙伴形成
应用生态系统，构建覆盖全国的信息化、大数据管理服
务网络。

“截至目前，曙光已经在无锡、深圳、重庆等全国
10 个城市建设了云计算中心试点。从试点的效果来
看，给城市的管理能力带来大幅度提升。”历军说。

国产十亿亿次计算机已开始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