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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运行基本平稳。”1 月 29 日，财
政部有关负责人分析 2015 年全年财政
收入情况时表示。在 6.9%的 GDP 增速
下，通过大力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积
极盘活存量、优化支出结构，较好保障了
各项民生支出，来之不易。

与普通家庭过日子须“精打细算”一
样，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国家稳增长、保
民生更得“精打细算”。2015 年，财政收
入具体情况是怎样，如何突出重点、有保
有 压 过“ 紧 日 子 ”？ 结 合 29 日 发 布 的
2015 年全国财政收支数据，《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多位财税专家。

增幅与经济走势“匹配”

年初预期，通常被作为判断年终收
入是否“理想”的标准之一。

从全国情况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217 亿元，同口径增长 5.8%。这较年
初 154300 亿元、增长 7.3％的目标存在
差距。

“ 不 能 片 面 根 据 预 期 来 判 断 是 否
‘理想’，还应该看收入水平是否和经济
形势匹配。”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
明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第一，全国财政收入增长同比回落 2.8
个百分点，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就是受
经济形势影响，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导
致税收大幅下降。“比如说大宗商品进
口价格下跌，以原油为例，从此前每桶
100 美元下跌到 30 多美元，加之一般贸
易进口大幅下滑，这些都造成进口税收
大幅下降。”白景明说。

第二，同样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工
业生产放缓，尤其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持续下降，导致按现价计算的增值税等税
收低增长。与此同时，企业效益下滑、利
润增幅相应回落。这些都直接带来财政
减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分析表示，实行
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减轻了企业和

居民负担，也直接带来财政减收。
由此来看，去年全年财政收入形势与

经济走势相吻合。更具体一点来看，
201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9234亿
元、增长 7.4%，与年初预计收入 69230 亿
元、增长7%吻合。相比之下，地方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稍显逊色，2015 年收入
82983 亿 元 ，增 长 9.4% ，同 口 径 增 长
4.8%，与7.5%的年初预期增速差距明显。

“从收入结构上看，地方财政收入
中，此前贡献较大的土地交易环节税收
等，出现大幅下滑是导致其下降的原
因。另外，去年大力度的降税，尤其是减
费，对地方收入影响更为明显。”中国社
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
斌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比如，契税
3899 亿元，同比下降 2.6%；土地增值税
3832亿元，同比下降 2.1%。

为何非税收入偏高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
税收入组成。数据显示，2015年税收收入
124892亿元，增长4.8%，非税收入27325
亿元，增长28.9%，同口径增长10.6%。

有人质疑，为何税收收入与非税收
入增速存在这么大悬殊？

“非税收入增长，主要是部分金融机
构及中央企业上缴利润增加较多等因素
造成。”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数据显
示，中央非税收入 6997 亿元，增长 57%，
同口径增长 50.3%；地方非税收入 20328
亿元，增长 21.5%，同口径增长 1.3%。

非税收入偏高，还与地区经济增长
特点有关，局部地区略为明显。根据近
期地方两会公布的财政收入情况来看，
甘肃税收收入增幅为 8.1%，非税收入增
幅 达 到 17.4% ；福 建 税 收 收 入 增 幅 为
2.9%，非税收入增幅达到 9.3%。

“这反映出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带来
的财政收入结构的差异。”张斌说，税收

增长较快的地区，通常是金融业、服务
业等第三产业发达地区，而甘肃、内蒙
古等对资源依赖度高的省份则非税收
入偏高。

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相比增速慢的
另一原因是结构减税的影响，造成税收
收入下降。

以此次发布数据中的车辆购置税为
例，受到 10月 1日起对 1.6升及以下排量
乘用车减半征收政策影响，全年收入为
2793 亿元，同比下降 3.2%。另外，为加
快出口退税审批、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
税率，出口退税也加大力度，全年达到
12867 亿元，同比增长 13.3%。“2015 年，
税务部门全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全年支持‘双创’减免税 3000 亿元，相当
于直接降低税收 2 个百分点还多。”白景
明分析说，这是放弃当期税收利益，保证
后期可持续增长。

这样精准“减”换来经济效益“加”的
做法，已经逐步显现效用。比如，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税收增长 8.3%，比制造
业整体增幅高出 3 个百分点；2015 年全
国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税 收 完 成
1210亿元，增长 21.2%。

支出有保有压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累计，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757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8%，同口径增长 13.17%。完成年初
预计支出 171500 亿元、增长 10.6％的目
标。“在收入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支出完
成预期，这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在持续
发力。”张斌说。

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5549 亿元，增长 13.2%，同
口径增长 12.77%；地方财政用地方本级
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及
动 用 结 转 结 余 资 金 等 安 排 的 支 出
150219 亿元，增长 16.3%，同口径增长

13.24%。
张斌表示，首先要保障支出增量，其

次还得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这才能保障积极财政政策效力的发
挥。“从数据来看，2015 年财政支出体现
了突出重点、压缩一般、有保有压的特
点。”他说。

比如，教育支出 26205 亿元，增长
8.4%。这带来的是更好落实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免
学杂费政策，惠及约 1.1 亿名农村学生和
2944 万名城市学生，此外国家助学贷
款、国家助学金等资助政策体系也得到
完善。再如，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1916 亿元，增长 17.1%，进一步支持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380 元等，全国所有
县（市）也推开了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此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001
亿元，增长 16.9%，这不仅与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各项政策相呼应，极大程度
地保障了就业，还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 55
元提高到 70元。

从各地情况看，在财政收支矛盾十
分突出的情况下，一方面，持续优化支出
结构、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成为各省的共
同点。梳理数据发现，江苏省公共财政
支出 75%以上用于民生；山东省则达到
78.1%，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甘肃省
民生支出占总支出的 77.9%；广东省公共
财政总支出中的 69.6%用于民生，尤其
是 2015 年提高公共交通便利化水平等
取得重要进展，截至 2015 年底，广东全
省实现县县通高速。

另一方面，各地从严控制“三公”经
费等一般性支出。以山东省为例，一般
性支出大幅压减，全省以行政管理经费
为主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仅增长 1.7%，
比总支出增幅低 13.2个百分点。

按照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清理规范政府性基
金方案》，1 月 29 日，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就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有关热点问题接受
了记者采访。

记者：为什么要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

史耀斌：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在
水利、电力、铁路、民航等领域设立了多项
基金，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事业发
展。但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造成重复设
置，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问
题。此前政府性基金已从 2000 年的 327
项减少到 28 项，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财
政性资金、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国务院要
求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这样做
有 3 个好处，一是规范管理政府性基金；
二是降低企业包括个人的负担；三是提高
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在经济管理过程
中能够以更加公开、公正、透明的方式来
处理经济方面的事务。

记者：从哪些方面进行清理规范？

史耀斌：主要分为 3 个方面。一是取
消地方违规设立的基金，包括“引松基
金”、车用天然气调价收入资金、大工业用

户燃气燃油加工费等；二是将 3 项不能更
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的基金征收标
准降为零或停征。包括将新菜地开发建
设基金和育林基金征收标准降为零，停征
价格调节基金；三是整合 7 项征收对象相
同、计征方式和资金用途相似的基金。包
括，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省
际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三峡水库库区基
金 3 项基金合并为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
金等。经过这一次的清理规范，基金项目
由 28 项减少到 23 项。据测算，2016 年将
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约 260亿元。

记者：国家已经收了税了，为何还要再

收政府性基金？

史耀斌：财政收入主要是两部分组成
的，一是作为主体的税收收入；二是非税收
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
政府除提供普遍性公共服务外，还提供满
足部分群体受益的特定公共服务。前者应
通过征税方式弥补其供给成本，但特定公
共服务应当按照“谁受益、谁付费”原则，通
过收费方式分摊公共服务成本，而不宜通
过税收将成本转嫁给全体纳税人负担。举
一个例子，比如办护照。其产生的这部分

费用，如果用税收收入来弥补，那就等于不
需要办护照的人，也要替需要办护照的人
承担一部分，不尽公平合理。

征收政府性基金还有两个原因。一
方面，可以避免低效或无效占用公共资
源。通过收费可以建立成本约束机制，人
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采取付费方式
选择公共物品，避免产生过度需求和消
费，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另一方面，
为特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
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虽然近年来税
收收入规模不断扩大，但现阶段还难以满
足相关投资需求，有必要继续发挥政府性
基金筹集资金的作用。

记者：保留下来的基金项目，如何规范

管理？

史耀斌：第一，建立目录清单制度，将
包括项目名称、设立依据、征收标准，征收
期限等信息公布出来，让大家来监督。目
录清单之外的，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出现的
基金，企业、个人均有权拒绝缴纳。今后
若相关政府性基金政策作出调整，都会在
目录清单上及时更新，这样大家就可以非
常清晰地知道有多少种、怎么征的、征多

少、用在什么地方。
第二，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查

处乱收费的行为。通过设立电子邮箱、网
络平台等多种方式，完善举报和查处机
制。如果企业或者是个人发现有乱收费
的现象，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及时反映，
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查处和处罚
乱收费、乱收基金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加强政府性基金和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统筹使用，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使
用和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的使用在管理上、
在公开透明上、在预决算的公开上都等同
起来，大家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收的这些
钱做了哪些事情。

第四，引入第三方评估，加强基金使
用效益的绩效评价。依据第三方评估得
出的结论，政府可以作出判断，是保留或
者取消，还是作出必要的调整，进一步完
善相关政策。我们想达到的效果，一个方
面是要减轻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主要还
是规范政府的行为，使政府治理经济的过
程、方式、能力能够更加公开透明，同时也
使财政性资金管理纳入到统一、规范的轨
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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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29 日讯 记者姚进从中国保监会获
悉：经国务院同意，保监会近日发布通知，明确将实施中
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简称“偿二代”）。这意味着
我国保险监管将全面实行“风险导向”新制度。自 2016年
一季度起，保险公司只向保监会报送偿二代报告，停止报
送偿一代报告。

所谓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履行赔偿或给付责任
的能力。国内现行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始建于 2003 年，
被称为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与偿一代以规模为导
向不同，偿二代的核心是以风险为导向。偿二代建设于
2012年启动，2015年 2月正式发布并进入实施过渡期。

偿二代要求，保险公司应当每季度通过官方网站披
露偿付能力季度报告摘要，并在承保、投标、增资、股权变
更、债券发行等日常活动中，向保险消费者、股东、债权人
等相关方说明偿付能力、风险综合评级等信息。

“从 2015 年开始，偿二代顺利完成了 4 个季度的试
运行。试运行平稳、风险可控、成效显现。”保监会偿付能
力监管部主任任春生介绍，偿二代能更好识别高风险公
司，引导保险公司积极调整经营理念、市场策略和风险管
理，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改善偿
付能力。

任春生透露，在历时一年的过渡期内，最初有 10 多
家保险公司不达标，到 2015 年四季度末时还有 6 家不达
标。据介绍，一些不达标的企业已经开始着手整改，通过
增资、调整结构、发债补充资本等方式，满足监管要求。

“在偿二代下，权益价格的风险因子系数很高，即对
资本的消耗很大，险资投资于上市公司所要求的资本压
力相当大。”德勤中国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合伙人、偿二代
风险管理组主要负责专家谈亮表示，偿二代下的资本约
束“紧箍咒”将促使保险公司必须考虑高收益投资资产与
资本占用之间的平衡。

本报海口 1 月 29 日电 记者何伟报道：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上调免税购物额度至 1.6 万
元，同时对非岛内居民旅客取消每年购物次数限制，同意
现有两家实体免税店开设网上销售窗口，这是记者 29 日
在海南省财政厅举行的“离岛免税政策调整解读和落实
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信息。

海南省财政厅副厅长王惠平介绍，财政部 28 日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调整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
告》。这是离岛免税政策落地海南以来第三次完善和创
新，此次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调整免税购物限额管理方
式，对非岛内居民旅客取消购物次数限制，每人每年累计
免税购物限额不超过 16000 元人民币。现行规定是每
人每次 8000 元的免税购物限额，其中非岛内居民旅客
每人每年限购 2 次，岛内居民每人每年限购 1 次。此外，
同意现有两家实体免税店开设网上销售窗口。为更加方
便游客旅游和消费，这次政策调整同意三亚海棠湾免税
店和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设网上销售窗口，离岛旅客
可通过网上销售窗口免税购物，凭身份证件和登机牌在
机场隔离区提货点提货并携带离岛。

据介绍,自 2011 年 4 月海南实施离岛免税政策以
来，当地免税品销售额稳步增长，政策效应不断扩大。
2011 年实现销售 9.97 亿元；2012 年比上年增长 1.37 倍；
2013 年比上年增长 42%；2014 年比上年增长 28%；2015
年比上年增长 28.3%。截至 2015 年底，三亚海棠湾免税
店、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累计实现免税销售额 165 亿元，
超过 573万人次旅客购买了免税品。

保险业“偿二代”全面实施
“风险导向”监管制度实行

海南离岛购物免税额调至 1.6 万元
非岛内居民旅客取消购物次数限制

本报北京 1 月 29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证监会 29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数量已于 21 日突
破 1亿，截至 28日，市场投资者数量共计 10038.85万。

根据证监会数据，今年 1 月市场投资者数量增长
128.32 万，增幅较为稳定，与去年同期平均每天新增投
资者 4.86万相比，新增投资者数量增长近四成。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说，在投资者参与程
度方面，1 月份以来参与交易投资者数量呈每周下降趋
势，从第一周的 2170.5 万降至第三周的 1662.22 万，降幅
超过 23%。而持仓情况表现相反，期末持仓投资者数量
在每周均有小幅增长，1月份总共增长 11.94万。

据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统计，1 月 4 日以
来，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累计转入 24973 亿元，累
计转出 23052 亿元，净转入 1921 亿元。上述统计不含公
募基金、保险资产管理等特殊机构投资者资金变动情况。

中国股市投资者数量突破 1 亿

本版编辑 梁 睿

本报北京 1 月 29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中国证监会
新闻发言人张晓军今日介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股
票质押回购业务和大股东增减持等的有关情况时表示，
券商两融业务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处于安全状况，场内股
票质押回购业务的融资余额低于平仓线。

从融资融券业务运行情况来看，截至 1 月 28 日，融
资融券余额 9149 亿元，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处于安全状
况。客户整体维持担保比例为 225.5%，仍远高于 150%
的预警线。其中维持担保比例高于 200%的客户负债
4169 亿元，占比仍接近一半。低于 130%的客户负债
144.6 亿元，仅占 1.55%，只占今年以来 A 股日均交易额
的 2.7%。此外，客户融资余额主要分布在市盈率相对较
低的标的股票。据统计，按动态市盈率计算，市盈率在
50倍以下的股票融资余额 5443亿元，稳健性有所增强。

券商“两融”各项风控指标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