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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统计
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了
7月份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7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49.9%，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
分点，微低于临界点，近期走势波动较小，总体平稳。尽
管PMI微幅回落，但高技术制造业PMI创下今年以来新
高，高技术制造业在经济转型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企业融资难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矛盾有所缓解；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3%，比上月提高 1.9 个百分
点，表明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有所增强。这些数据表
明，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9%，比上月上升0.2个
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为今年以来的高点，表明我国
非制造业稳中向好，增速继续加快。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日前，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
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政策措
施，为科研人员简除烦苛、松绑减
负，让科研经费真正为创新创造
服务。

近些年，我们总会听到一些
来自科研一线的“吐槽”：有人说，
每年有 1/3 的时间都在填各类申
请、报销表格，时间和精力都浪费
到了填表上；有人说，科研经费报
销手续繁、程序多、时间长，科研
人员被逼成了“会计”；还有人说，
科研“人头费”管得太死，重物轻
人现象让人心寒⋯⋯种种吐槽，
反映了人才在经费管理制度前的
无奈。

“槽点”背后正是“堵点”。我
国在科研经费管理上长期存在行
政化弊端，一些制度流程过于死
板，不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特点。
经费本应是与创新活动融为一体
的“血液”，却因为一些不合理制
度，成为困扰科研工作者的“血
栓”。这次改革瞄准这些堵点，坚
持问题导向，从“放、管、服、落”四
个方面提出了务实管用、细化落
地的政策措施。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权
限，是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通过扩大中央高校、科研院
所在差旅会议、基本建设、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等方面的管
理权限，使科研资金管理更加遵循科研活动的规律和特
点。以差旅会议为例，有科研人员反映，邀请院士评审每
天的差旅费，不够一间标准间的费用，只能两名院士合
住；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来华参加会议，每日差旅费标准不
能超过 800 元。本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却因这些限制弄
得很“尴尬”。这次改革下放差旅会议管理权限，不简单
套用行政预算和财务管理方法。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可
根据实际需要研究制定差旅费管理办法，合理确定教学
科研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和住宿费标准。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此次改革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意见》坚持以人为本，克服“重物轻人”问
题，增加间接费用比重，用于人员激励的绩效支出占直接
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比例，最高可从原来的5%提高到
20%；肯定所有科研人员的付出，重申劳务费不设比例限
制，明确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
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均可开支劳务费。

有了好政策，关键要落实。当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权
限下放后，如何防止资金“跑冒滴漏”，如何确保项目承担
单位“接得住，管得好”，避免政策落实中的“中梗阻”和

“最后一公里”问题，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
有关部门和单位强化改革的“决心”，用服务的“细心”换
来科研人员的“舒心”。在检查评审上，要提高效率和质
量，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过度检查；在改进服务上，
能够用心体察科研人员的困扰，不断优化适应于本单位
的机制流程，实行内部公开制度，主动公开项目预算、预
算调剂、资金使用等情况。

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确定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
时间表，翻开了财税体制的崭新一页。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
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主
要包括 3 个方面的内容：建立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建立健全有利
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
制度体系；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
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两年多来，这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硬仗”顺利推进，各项改革任务逐步展开
并向纵深推进。

税制结构不断优化

“直到申报后，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仅 5 月份就取得进项抵扣 2.29 万元，税款
比改制前减少1.64万元，企业税负大大减
轻。”填好首月申报表后，浙江湖州南浔悦
都大酒店财务总监温宇霞欣喜地说。

从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范
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

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
值税纳入抵扣范围。至此，历经 4 年多的
区域和行业扩围，全国范围、全部行业的
营改增试点终于全面推开。

全面实施营改增是推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制度上解决货物和
服务税制不统一和重复征税的问题。据
统计，2012 年至 2015 年前期试点累计减
税 6412 亿元。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
2016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

消费税制度也不断完善，多次调整消
费税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增强了对
消费的引导与调节功能。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全面推进资
源税改革，通过全面实施清费立税、从价
计征改革，理顺资源税费关系，建立规范
公平、调控合理、征管高效的资源税制
度。同时，还在河北省开展水资源税试点
工作。

2015 年底，中办、国办印发《深化国
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拉开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大幕。山东省淄博市
博山区国地税将原 8 个办税服务厅整合
为分布均衡、辐射全区的 6 个联合办税服

务厅，厅内采取“一人一窗一机双系统”模
式，国地税业务同时受理，前台业务一站
式办结，实现了“进一家门，办两家事”“到
一个窗，找一个人，国地税通办”，使联合
办税“最后一公里”变为“零距离”。

税收职能的有效发挥，有力促进了经
济社会的发展。北京市地税局局长杨志
强介绍，该局深入开展税收服务非首都功
能疏解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查研究，联
合市国税局出台了相关税收支持政策；积
极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助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
产业、小微企业、民生事业发展，2016 年
上半年共减免税费375.1亿元。

预算更加规范透明

7 月 22 日，102 个中央部门向社会公
开了2015年部门决算。社会公众透过每
个部门的 8 张部门决算收支表和收支情
况说明等内容，清楚了解到各部门晒出的
支出“明白账”，一些部门首次公开了主要
民生项目和重点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结
果，“三公”经费支出更是详细列明⋯⋯

（下转第二版）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
照中央部署，各地各部门直面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的矛盾和挑战，着力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
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发力、科技
体制改革助力创新、简政放权改革激
发活力、民生领域改革兜牢底线⋯⋯
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生根，改革的根
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正在源源不
断地释放出来。

改革接地气，就更有底气。把改革
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关键
在基层，核心在实践。今日起，本报推
出“改革调研行”专栏，秉持一线视角、
发掘典型案例，深入调研各地区各部
门 推 进 改 革 的 新 进 展 、新 成 效 、新
经验。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措施有力惠当前 制度创新利长远
本报记者 曾金华

7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一降一升

让科研经费真正服务创新创造

柯

芰

8月1日，中国首列完全自主化全线
无接触网“超级电容”现代有轨电车，在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

据介绍，这款城市电车具有三大比
较优势。一是甩掉了“大辫子”，全程无
架空接触网运行；二是以 9500 法拉“超
级电容”储能供电，车辆在站台区 30 秒
内快速完成充电，一次可运行 3 至 5 公
里；三是该车制动时能将 85%以上的制
动能量回收反馈至超级电容形成电能储
存，实现能量循环利用。

据了解，该车最大载客量达 380 人，
每小时速度为 70 千米，其整车技术、零
部件全部实现自主化。

图为 8 月 1 日拍摄的全线无接触网
“超级电容”现代有轨电车车厢内景。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摄

首列自主研制全线无接触网首列自主研制全线无接触网““超级电容超级电容””有轨电车下线有轨电车下线

在经济下行和压减产能的双重挤压
下，作为钢铁大省的河北通过调整产业
结构迎来了装备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河
北省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河北全省装备制造业共完成增
加值 1348.6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达到 25.3％，以超过钢铁业 0.1 个百分点
的成绩成为全省各产业门类中的新科
状元。

围绕推动全省经济实现绿色高效发
展，河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
署，大力开展有保有压的产业结构调整。
在前端，大力淘汰和压减过剩产能，促进其
向精深发展的产品结构调整。在后端，加
大投资规模、科技创新和整体开发，力求做
到就地消化钢铁产能，以终端产品取得更
大效益。

截至目前，河北已经累计压减炼铁
产能 3391 万吨、炼钢产能 4106 万吨。
在压减产能的同时，河北省通过深度技
改，大力提升产业层次，使得家电面板、
汽车用钢、特大船舶等高端用钢在短短
5年间增加了两倍以上。

在装备制造业方面，河北乘势而上，
确定了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发
电装备、轨道交通装备、钢铁装备、煤矿
装备、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装备等 6 大
主攻目标。“十二五”期间，全省装备制造
业共完成投资 1.86 万亿元，年均增长
29.2%。

通过有扬有弃的分类指导，河北装
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从2011年开始，已
经连续 4 年在工业体系各行业中领跑。
今年 1 月至 6 月装备制造业共完成增加
值达到 1348.6 亿元，实现了对钢铁业的
超越。另外，1 月至 5 月，装备制造业共
完成利润 273.1 亿元，以比钢铁业高出
90 亿元的业绩稳居全省工业体系各行

业效益榜首。
通过统筹安排、协调推进，河北在战

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及国际产
能合作等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
高新技术产业方面，2015 年，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完成投资 3736.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7.9%。其中，生物技术、电子信
息、新能源分别完成投资 627.8 亿元、
555.2 亿元和 612 亿元，分别增长 27.5%、
39.5%和 35.3%，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 11.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 16.0%，创历史新高。2016 年上半年，
全 省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5.3%，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0.2 个百分点。

在服务业方面，河北全省 2015 年
共完成服务业增加值 11978.7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1.2%，占 GDP 比重为 40.2%；
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
输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实现了强势增长，

占了整个服务业的半壁江山。2016 年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完成增加值 6021.1
亿元，增长 9.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 54.9%，超过第二产业 14.9 个百分
点 ，贡 献 率 已 经 连 续 8 个 季 度 在 50%
以上。

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河北“走出去”战
略喜结硕果。全省累计核准和备案的境
外投资企业已超过700家，中方投资额超
过 100 亿美元，遍布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截至目前，河北在海外已投产和正在
筹建的钢铁产能 895 万吨、水泥产能 900
万吨、玻璃产能 85 万重量箱。河钢集团
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在海外资产总额已经
超过25亿美元。

通过压减过剩产能、提升产业层次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河北省经济结构已经
出现 3 大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速快于工
业，装备制造业贡献高于钢铁业，新兴产
业发展优于传统产业。河北经济运行质
量有了明显提高。

服务业增速快于工业，装备制造业贡献高于钢铁业，新兴产业发展优于传统产业——

河北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闫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