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预算报告关系到新一年国家各
项资金的支出，关系到纳税人的钱都将
花在哪里。因而，公众期待通过人大代
表的“把关”，代表全国人民监督好国家

“钱袋子”。

财政政策更好适应经济新常态

“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作
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是不少代表审
查预算报告时最深刻的感受。

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增收
困难、收支矛盾和平衡难度很大，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5.8%，为
1988 年 以 来 最 低 。 对 此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厅 长 王 一 宏 感 受 较
深，他表示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财政运行保持了基本平稳、各项财政政
策有效落实，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十二五”规划的
胜利收官提供了有效的财力支撑和政策
保障。

“透过国家账本，看到‘十二五’期间
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在合理区
间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2.8%，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基本同步。”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罗建
国说。

财政政策适时加强预调微调，促进
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也让代表们印象
深刻。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财政厅厅
长胡强举例说，比如通过置换 3.2 万亿
元地方政府到期存量债务，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等，有力推动了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

不过，为何去年的预算资金和今年
的预算安排、财政收入的增幅都比经济
增长的增幅略低？有人认为，这与财政
提供财力支撑相违背。事实不是如此，
王一宏代表分析说，我国的税收收入以
流转税为主体，在经济下行、价格低位徘
徊时，这是规律性的反应，是税收对经济
增长发挥稳定器作用的重要体现，也是
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逆周期调控的主动
作为。

“预算报告体现出区域协调发展责
任。”罗建国代表表示，尤其是发挥中央财
政的区域调控作用，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支
持力度，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
和联动性。

今年将减税降费 5000 多亿元。全国
人大代表、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夏鹏说，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
企业负担，是实实在在的“大礼包”。

扩大赤字有利保障必要支出

“在去年执行和今年的预算安排中，
支出增量和增幅都高于收入。”王一宏代
表说。对于今年 3%的赤字率，王一宏代
表认为，通过适当扩大赤字规模保持必要
的支出强度，这是稳增长目标下财政政策
的必然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
李礼辉也认为，适度扩大赤字规模很有必
要，“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正处于深层次、全
方位的调整之中，去产能、去库存等一系
列任务，都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加
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市场国家
摆脱经济低迷需要一定的周期，中国经济
也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在这样的局
面下，我国财政收支综合平衡的难度将进
一步加大”。

对于 3%的赤字率是否会影响到我国
财政运行安全，胡强代表表示，虽然赤字
规模扩大，但负债率仍低于国际通常使用
的 60%的参考标准，且我国的赤字率在主
要经济体中仍属于较低水平。“政府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这样安排，既积极也稳
妥。”胡强代表说。

李礼辉代表同时指出，我国在继续实
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的同时，货币
政策也应保持灵活适度。在经济下行压
力下，需要依靠一定的货币增量来提振经
济，因此，应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留出
调节的余地。

加大支出力度重点保民生

财政持续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让老百
姓更多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胡强代表举例说，比如，将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380 元提高到 420 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 40 元提高
到 45 元等，让老百姓有更多“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

预算报告对多项民生领域都加大投
入，比如 2016 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增长
43.4%让不少人印象深刻。那么，这些加
大的财政投入在扶贫当中发挥了什么样
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副主
任李岷曾在财政系统工作多年，他对扶贫
工资也颇有经验，“扶贫以政府财政投入
为主，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他说，比如“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和“美丽乡村六项行动
计划”充分调动群众建设美丽家园的主动
性。“光靠财政补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贫困人口问题，还要提高其自身‘造血’能

力。”李岷代表进一步说。这需要财政“变
通”方法支持扶贫，比如通过职业技能培
训，提高就业能力，实现就业扶贫。

代表们认为，通过转移支付的变化，
也可以看出财政政策保民生的力度在加
大。“2016 年中央财政对江西省的支持力
度进一步加大，从预算草案可以看出，中
央对江西的转移支付增长 15.4%，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增长 15.1%，均衡性转移支
付增长 13.6%，充分体现了中央财政对江
西老区的倾斜。”胡强代表说。

对于 PPP 今年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
告，并多次体现在预算报告中，全国人大
代表、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林腾蛟说：“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在经济
下行的背景下，更应该发挥好民间资本的
作用。”林腾蛟代表介绍说，目前福建省正
在研究试点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和公
办幼儿园招生改革，这有利于给社会资本
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将激发他们为
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热情。

文/本报记者 崔文苑 亢 舒 林火灿

陈 静 李 哲 吴秉泽

3 月 5 日上午，人大开幕会议一结
束，“金记者”就快速赶到“部长通道”，希
望就社会关切的税收话题，采访到国家
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当代表、委员涌出
会场时，“金记者”疾步穿越人海，终于采
访到了这位“大咖”。

税收记录经济运行状况，是透视经
济发展的晴雨表。王军说，“2015 年税
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增长 6.6%，与经
济发展相匹配，税收数据折射出一系列
可喜的经济亮点”。

消费正在加快升级，这是王军提到
的第一个亮点。2015 年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 66.4%。“从税收数据
看，消费结构出现积极变化，消费升级效
果显现。比如服务型消费明显提升，去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影视
制作行业税收，分别增长 23.8%、20.5%、
27.3%和 10.3%，大大高于物质型消费行
业的税收增幅。”王军说，这就反映出我
国居民生存物质型消费基本得到满足，
大步向教育培训、医疗卫生、视听娱乐等
精神服务型消费转型升级。

一些纺织服装行业通过品牌升级实
现快速发展，也给王军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海澜集团打造“海澜之家”“圣凯
诺”等品牌，提升传统服装产业品质，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1.3 倍、利润

增长 1.4 倍，缴纳税收 18.2 亿元，呈现快速
扩张之势。

“成千上万家企业正在进行转型升级，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王军说，这
在税收数据上也能找到踪迹：2015 年，从
税收比重看，第三产业税收占全部税收
54.8%，其增量占全部税收增量的 80%，较
2014年提高 13个百分点。

与之呼应，2015 年服务业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 50.5%，首次占据

“半壁江山”。“税收数据印证了这一变
化，特别是互联网、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
业发展势头较好，反映出‘互联网+’对
经济转型发展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强。”王
军说，“互联网+”促使传统制造业企业
实现深度转型，增长迅速。记者对王军提
到的一个案例惊讶不已。安徽三只松鼠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电商模式构建品牌
开 拓 市 场 ， 2012 年 初 创 时 仅 缴 纳 税 收
12.5 万元，第二年锐增到近 600 万元，
2015 年更是增至 4300 万元，连续 3 年翻
番式增长。

如果说这让人“惊讶”，那么新一代信
息技术作用于高端制造业引发的产业变
革，则让人“惊叹”。用王军的话来说，高端
制造业发展加快，正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
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例如，
2015 年航天设备制造业税收增长 21%，电

气机械、通信设备税收分别增长 8.3%、
7%，而当期制造业税收的整体增速为
5.3%。“江苏、浙江和广东三大产业集聚
区，去年电气器材制造业税收占全国的
57%，增长了 10.6%。”王军说。

小微企业发展持续向好也是一大亮
点。王军说，2015 年经济下行压力大，
小微企业“爬坡过坎”更需支持，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扶助政策，如今看来，小微企
业发展活力迸发。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办企业
数量剧增。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办理税
务登记的小型微利企业约 1174 万户，其
中 2015 年新办 255 万户，占 21%。税收
优惠对其帮助作用有多大？王军举了一
个例子，2015 年，广东、江苏、浙江 3 省
有小微企业 389 万户，占全国总数的
33%，这 3 省小微企业户均减免企业所
得税 6000元。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受
益于税收优惠等政策，2015 年 1 至 4 季
度小型微利企业盈利面分别为 22.38%、
22.54%、22.85%和 28.92%，经营总体上
保持稳定向好。

此外，个人所得税增速明显快于整
体税收增长。“税收数据由此反映出一
个经济亮点，就是居民收入水平保持较
快增长势头。”王军说，从税务总局监

测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深圳以及
湖北六省市税收数据看，就业人员收入增
长跑赢 GDP 增长，收入分配格局也在逐
步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业人员收入差距缩小了，在国
家“限高、扩中、提低”收入分配改革措施作
用下，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较快，年收入在
5 万元至 10 万元的中等收入人群占比从
27%提高至 31%。

第二，劳动密集型和新兴服务业就业
人员收入增长较快。6 省市住宿餐饮业和
批发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均收入增
幅分别为 25.22%和 20.91%，租赁商贸服
务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行业人
均收入增幅分别为 21.16%和 18.94%，都
明显高于金融、电力、房地产等高收入行业
的人均收入增幅，显示国家实施营改增等
支持服务业、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政策措施
逐步见效。

第三，中低收入者税负较轻。税收数
据显示，6 省市中低收入群体中 60%的就
业人员税负不到 1%，个税负担较轻，说明
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了调节
收入分配的作用。

王军向记者表示，这些亮点不仅有力
展示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稳中之喜，而且让
我们对实现 2016 年以及“十三五”规划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充满信心。

税收数据折射出可喜亮点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详解 2015年税收

亲诚惠容持正道

要言君

春华秋实三年成，继往

开来天下行。亲诚惠容持正

道，义利兼顾中国风。

3 月 8 日，两会进入第

六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

邀请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

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这次记

者会令人印象深刻，坦诚、

精彩、信息量大是大家的普

遍感受。

每 年 两 会 上 的 外 长 记

者会都备受关注，因为外

长会借此机会全面展示中

国的外交成绩单，阐述中

国外交的新思路，透露新

一年的外交活动安排，并

在国际热点敏感问题上与

境内外媒体直接互动。“走

心”的媒体会从外长表述

语句中感知中国外交的新

取向。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外

长记者会热度更高，持续时

间也从前两年的 1 小时 35 分

延长到了 2 小时。王毅外长

回答了 18 家中外媒体的 15

类问题，并首次回答了网友

的提问。

“ 春 华 秋 实 ， 三 年 有

成。”王毅外长这样形容近

三年来的中国外交。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

导下，中国外交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开

拓前行，走出一条有着中

国 特 色 的 大 国 外 交 之 路 。

这条路的努力目标是助力

中 华 民 族 复 兴 的 “ 中 国

梦”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价值取向是坚持正确

义利观，在国际事务中主

持公道、弘扬正义，在国家关系中义利兼顾、以义

为先。

三年来，中国外交给人焕然一新的感受，缘于一

系列开拓性的工作。2013 年 10 月，中央周边外交工

作座谈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坐言起

行，习近平总书记三年来 20 次出访，行程 38 万多公

里，这可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相当于绕地球 10

周。用王毅外长的话来说就是，“所到之处都刮起强

劲的‘中国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中

国人的腰板越来越硬”。

世界看中国，中国也在引导国际社会怎么看。记

者会上，王毅部长建议美国朋友不要动辄套用美式思

维来判断中国。“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绝不会也不可

能变成另一个美国”这句话含义深刻，引人思考。我

们经常在外交新闻报道中听到对外宾的邀请，“多到

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宾在访

华期间不仅走访北京、西安、上海、深圳、成都等城

市，也更希望了解中国的农村。只有了解中国的古代

史、建国史、改革史，了解中国的多样化，才能看到

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才能理解和相信中国不会走国

强必霸的道路。

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站在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

之上，有信心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搞恃强凌弱；

追求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不搞零和博弈。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

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也没有

缺席。三年而成，我们正沿着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

路阔步前行。

3 月 7 日下午，人大台湾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时，代表们

积极发言讨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 月 8 日上午，全国政协致公党和侨联界联组会议

间隙，麻建国委员（左）、谢晓尧委员（右）交流讨论。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3 月 8 日下午，人大天津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查计划报告和预

算报告。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 月 8 日下午，人大新疆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

报告。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财力支持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审查预算草案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