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 7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
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514 亿元，
同比增长 7.1%。这一增速与 GDP 之间有
何关系？通过税收数据如何把脉经济发
展及改革成效？支出如何兼顾稳增长与
保民生？带着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了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和财税专家。

财政收入与 GDP 增速协调

“经济形势会影响到财政收入的增
减，但财政政策通过结构性减税、优化支
出等方式，将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
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他
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平稳，与 6.7%
的 GDP增速较为协调。

伴随着 GDP 阶段性企稳，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一季度增长 6.5%，二季度增
长 7.5%，增速比较平稳。但值得关注的
是，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经济结构调
整的阵痛仍在持续，实体经济还比较困
难，这些都将加剧财政增收难度。

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出现的“先升
后降”趋势性变化，也能够说明这一问
题。其中，1 月份、2 月份和 3 月份分别增
长 5.8%、7%、7.1%。进入二季度，受复杂
经济形势及改革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出现
明显波动。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分
析说，4 月份，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回暖
以及营业税清缴增收等因素影响，收入增
幅跃升至 14.4%；5 月份，受部分企业汇算
清缴上年所得税延后入库影响，增幅回落
到 7.3%；6 月份，受前期清缴营业税减少
了部分收入来源、去年同期基数较高以及
政策性减收效应体现等因素影响，增幅回
落到 1.7%。

与此同时，受改革措施影响，中央和
地方收入增长态势也出现鲜明对比。5 月
份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2.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
长 18.3%；6 月份则出现逆转，前者同比增
长 16%，后者同比下降 8.6%。

“这主要是受营改增全面试点后，中
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办法调整影响，
6 月份中央从地方净上划收入 552 亿元，
拉高本月中央收入增幅 8.6 个百分点，拉
低本月地方收入增幅 6.2 个百分点。”财政
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分析说，增加的这部
分收入，将用于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

减税力度大 直接税比重上升

上半年，税收收入为 72236 亿元，占
财 政 收 入 比 例 超 过 八 成 ，同 比 增 速 为
8.6%。在整体平稳增长的情况下，一些结
构性变化反映出改革效应正逐步释放。

“大力度减税，是当前积极财政政策促
进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白景明说。比
如，6月份财政收入增速1.7%，远低于上半
年7.1%的平均增速。同时，税收收入2.3%
的增速，也远低于上半年 8.6%的平均增
速，这主要是受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等结构性减税政策影响所致。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有多大？中税网
税务师事务所总裁王冬生用一组数据作
出了说明。6 月份，退出历史舞台的营业
税收入下降 86%，而这些原本改征为增值
税的税收，并没有以相同的幅度抬高增值
税。当月，增值税增速仅为 20.9%。“增值
税和营业税同为主要税种，营业税大幅减
少，并没有带来增值税的大幅上升，这就
是结构性减税的效应。”王冬生分析说。

在这种“大动作”税收改革带来明显
减税之外，也有“润物细无声”的常规性减
税动作。比如车辆购置税 1264 亿元，同
比下降 12.7%。“这主要受 1.6 升及以下排
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策性翘
尾减收的影响。”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
人说。

另外，受到原油、煤炭等价格同比下
降 的 影 响 ，资 源 税 442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2.1%。“别看减少了收入，但势头却是好
的，说明前期煤炭等行业资源税从价计征
改革，实现了税收与资源价格挂钩的改革
目标。这对 7 月 1 日全面推开的资源税试
点、大力推广从价计征改革具有很好的示
范效应。”王冬生说。近年来资源产品价
格波动幅度较大，资源税从价计征，使得
资源税与体现供求关系、稀缺程度的资源
价格挂钩，有利于建立有效的税收自动调
节体系。

直接税比重逐步上升，也是税收数据
一大亮点。在我国现行税制中，间接税占
比约七成，而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房产税、车辆购置税等为主体的直接税占
比不到三成。与发达国家直接税占比达
七成的税制结构相比，我国间接税“一头
沉”的格局需逐步调整。

“上半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房产税同比增长，分别为 7.6%、19.8%、
8.5%，高于或持平于整体税收增速。同
时，直接税的比重也在上升。这符合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的改革预期。”白景明说。

王冬生进一步分析说，税收改革取得
进展还包括税收征管方面的大步向前。
比 如 ，上 半 年 财 产 转 让 所 得 税 增 长
23.9%，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股权转让所

得。“在股权转让中，只有转让方先交税，
才能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有效地避免偷漏
税，反映出税收管理措施到位。”他说。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

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主
要表现是财政支出力度加大、进度加快。

一 方 面 ， 支 出 规 模 达 到 89165 亿
元，高于 85514 亿元的收入规模；另一
方面，前 6 月累计财政支出，已经达到
全年预算目标中支出额度的一半。白景
明表示，这样可以防止年底“突击花
钱”，还有助于避免资金沉淀，使得保民
生目标得以实现。

支出结构也在逐步优化，兼顾稳增长
与保民生。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乡
社区支出 9900 亿元，增长 34.5%；住房保
障支出 2731 亿元，增长 27.5%；农林水支
出 7330 亿元，增长 6.8%。“这些用在保障
房建设，以及城乡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
改善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还有助
于拉动投资，带动相关行业企业的发展，
实现稳增长。”白景明说。

数据还显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995 亿元，增长 15%；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支出 7178 亿元，增长 23.7%，反映出
财政资金切实保障民生等重点支出需求。

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还在持续，
政策性减收效应还将进一步显现，收支
压力也会增强。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
人强调说，将密切关注经济财政运行变
化，加强监测分析，对其中的苗头性、
趋势性问题及时做好预研预判，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既促进收入平稳增长，又
不收“过头税”。

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兼顾稳增长保民生
本报记者 崔文苑

上半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巨
大活力日益显现。在 7 月 15 日召开的全
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座谈会上，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商事制度
改革激发了百姓投资创业的热情，促进
了新设企业快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 1.4 万
户，而去年这一数字为 1.2 万户。这也意
味着今年上半年每天新登记企业比去年
多 2000家。

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

今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新 设 市 场 主 体
783.8 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 13.2%，平均
每天新登记的个体户、企业、农业合作社
约 4 万户。目前，全国各类市场主体已达
8078.8万户。

值得一提的是，新设立企业数量呈现
出逐月上升的势头，形成商事制度改革以
来的一个高潮。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

月，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 1.4 万户，比今年
第一季度日均新登记企业 1.17 万户提高
了 19.66%。这充分显示出商事制度改革
释放出的巨大动力，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巨
大潜力。

在新设立企业中，服务业企业表现最
为抢眼，特别是信息、文化、教育等新兴服
务业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新
登记企业 212.4 万户，同比增长 30.2%，占
新登记企业总数的 81.1%。特别是众创
空间、创客工场以及“互联网+”等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为结构优化
升级注入了新活力。

创业就业热潮对拉动我国就业发挥
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新设
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跟踪调查，截
至今年一季度，被调查的小微企业户均人
数 7.7 人，个体工商户户均人数 2.8 人。据
此估算，上半年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如
果按照 40%的开业率，新创造的就业岗位
超过 1300万个。

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去产能调整就
业形势严峻的当下，能迸发出创业就业热
潮，还要得益于不断推进的商事制度改革
促进了工商注册便利化，降低了市场准入
门槛，提高了市场准入的便捷性。

今年以来，在去年实行“三证合一、
一照一码”改革基础上，全国工商和市
场监管部门不断完善配套措施，强化窗
口建设，提高登记窗口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至 6 月底，全国累计发放“三证合
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1191 万张。上
半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开展的改
革评价调查显示，商事制度改革的满意度
超过了90%。

同时，全国工商系统积极探索住所改
革，在指导各地出台相关住所（经营场所）
管理规定基础上，完善简化住所登记办
法；支持各地开展“一址多照”和“一照多

址”改革，积极探索众创空间、集群注册、
工位注册等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主要考
虑到当前创业公司往往在家就能完成工
作，不需要专门租用或购买办公场地，放
宽住所条件可显著减轻创业者负担。

从去年 11 月 1 日起，工商总局还对依
法需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的企业名称实
行全程电子化办理，申请人由过去的网上
申请、到工商总局现场提交申请材料、领
取“核准通知书”的模式，改为主要由申请
人网上申请、在当地企业登记机关领取

“核准通知书”。
目前，全国已有18个省（区、市）开展了

全程电子化登记试点工作，电子营业执照试
点也在积极进行中，上海、广东、山东等9个
试点单位，以及安徽、成都、武汉等6个省市
完成了应用系统搭建等工作，上半年试点单
位共发放电子营业执照170余万张。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通
知》的要求，到今年 10 月 1 日起，“五证合
一”将在全国全面实施。同时，工商总局
还与税务总局紧密协作，加快推进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整合，确保 12
月 1日起在全国实行。

“五证合一”将减少商事主体跑部门、
等审核的时间，将进一步释放创业活力，
但当前政府部门审批过多仍然是影响投
资创业的主要瓶颈。张茅表示，按照国务
院的要求，今年将继续大力削减工商登记
前置审批事项，预计再取消 1/3，同步取消
后置审批事项 50项以上。

上半年日均新登记企业1.4万户——

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创业创新热力
本报记者 佘 颖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佘颖报道：在 7 月 15

日召开的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座谈会上，国
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目前，小微企业名单没有形
成全国统一的数据库。下一步，将在现有分布式小微
企业名录系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名录系统集中化建
设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分析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
平台作用，提升对企业的服务功能，开展有针对性的帮
扶行动。

目前，钢铁、煤炭等一些传统行业面临着去产能、
调整就业的压力。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钢铁煤炭行
业去产能涉及安置职工 80 万人。同时，我国今年高校
毕业生达 765 万，创历史新高，加上中职毕业生，仅这
两项新增就业人数达 1200多万。通过创业，解决这部
分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至关重要。

今年上半年以来，国家工商总局接连发文，推动大
学生创业和去产能分流人员创业。今年 6 月，国家工
商总局发布《关于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通过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积极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以
创业带动就业。7月14日，国家工商总局又发布《关于
立足部门职能积极帮扶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就业创业的
通知》，提出根据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创业的特点和自身
意愿，鼓励引导他们创办简便易行的个体工商户、小微
企业等小规模经济实体和利用互联网创业。

根据此前的统计，目前新登记企业 90%以上都是
小微企业。为了摸清这些小微企业的状况，更好地为
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全国工商系统建立了小微
企业名单。大学生、去产能职工等创业者可以通过小
微企业名录，了解中央和地方有关创业扶持政策，熟悉
申请扶持政策的办事流程。

观察上半年财政收支数据，给人的深刻印象是，财

税政策精准发力，有效支持经济稳增长。

这首先表现在统筹收入时，以收入的“减法”换取

经济增长的“加法”。尤其是税收制度改革，立足于激

活微观企业的活力，不仅保障了减税力度，还更加具有

针对性。一方面，通过营改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

税优惠等大幅度减税，降低企业转型升级成本，提高企

业竞争活力；另一方面，通过资源税从价计征等完善税

收调节机制，避免价格上涨或下跌对企业经营造成明

显冲击，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提升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另外，对于企业颇为头痛的各种收费，今年以来，财政

部门加大清理和规范力度。据了解，2016 年各项清理

政府性基金举措将为企业和个人减负约 260亿元。

其次，积极财政政策精准发力，还体现在通过优化

支出、科学使用，让每一笔财政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众所周知，加大财政支出能在短期内增加需求促进经

济增长，但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需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比如，将财政政策与产业升级、区域政策协调

配合，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质量。再如，通过加大

保障房建设投入、城乡基础设施投入，在改善民生的同

时增加生产投资需求。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以“相

机抉择”原则发挥“逆经济风向”调节作用，对稳定社会

预期、促进经济稳健增长意义重大。而精准发力、增强

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将使得这种调节作用“事半功倍”，

进一步助力稳增长。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部
今天公布的《2015 年全国财政决算》显示，2015 年，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中央和地方决算情况总体较好。

2015 年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决 算 数 为
152269.23亿元，是上年决算数的 105.8%，其中税收收
入 决 算 数 为 124922.2 亿 元 ，是 上 年 决 算 数 的
104.8% 。 在 税 收 收 入 中 ，国 内 增 值 税 决 算 数 为
31109.47亿元，是上年决算数的 100.8%。

2015 年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决 算 数 为
175877.77 亿元，是上年决算数的 113.2%。尤为突出
的是，各项民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如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决算数为 19018.69 亿元，是上年决算数的 117%；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决算数为 11953.18 亿元，是
上 年 决 算 数 的 117.5% ；节 能 环 保 支 出 决 算 数 为
4802.89亿元，是上年决算数的 125.9%；住房保障支出
决算数为 5797.02亿元，是上年决算数的 114.9%。

2015 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数
为 55097.51 亿 元 ，其 中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决 算 数 为
28455.02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为 21623.63 亿元，中央
对地方税收返还 5018.86亿元。

2015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数为42338.14亿
元，是上年决算数的84.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收入决算数为30783.8亿元，为上年决算数的78.6%。

《2015 年全国财政决算》还披露了地方政府债务
情况。2015 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数为 99272.4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数为 60801.9亿元。

小微企业名录系统将集中化改造
提升对企业服务功能

去 年 央 地 财 政 决 算 情 况 总 体 较 好
各项民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上半年，我国财政收

入增长 整 体 平 稳 ，同 比

增长 7.1%，与 6.7%的 GDP

增速较为协调。同时，

财政支出高于收入，达

到全年预算支出额度的

一 半 ，积极财政政策加

力增效，有效兼顾了稳增

长与保民生

精准发力见实效
崔文苑

本版编辑 温宝臣

□ 上半年，我国迸发出创业就业热潮，这得益于不断推

进的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了工商注册便利化，降低了市场准入

门槛，提高了市场准入的便捷性

□ 今年10月1日起，“五证合一”将全面实施。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正加快整合，有望于12月1日

起在全国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