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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人们对于积极财政政策充满
期待：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该怎么干？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
绕“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这样一
段表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
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
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
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这是站在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上、立足于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
任务而作出的重大部署，可以预期，相较
以往，202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呈现出
不少令人瞩目的变化。

既要“量”的增长，也重
“质”的提升

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手段
之一，积极财政政策当然要协同货币、就
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确保

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不过，这里
所说的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非仅仅
着眼于GDP增幅一个指标。除此之外，
就业的充分程度与民生的保障和改善状
况等反映GDP质量和效益的指标，也是
在视野之内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语境下，
“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均
系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重要
标识。

换言之，与对于经济运行合理区间
认识的拓展相契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操
作须具“双重”导向，即同时致力于经济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并
且，在量与质的平衡中，向质的一面
倾斜。

由此，有别于以往后缀于积极财政
政策的诸如要“有力度”、要“加大力度”、
要“更加积极”之类的表述，也与2019年
要“加力提效”的提法有所不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对于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所

作出的新的部署是：“大力提质增效”。

既要扩大需求，又重结构调整

作为主要基于需求管理理论支撑并
启用于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背
景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历来以扩大需求
为着力点。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积极财
政政策并非只有扩大需求一个维度。鉴
于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
题，经济下行压力又主要源自结构性、体
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本着对症下
药原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下，一方面，积极财
政政策要通过实施逆周期调节扩大有效
需求，另一方面，还要以更大的力度、更
积极的作为去推动结构调整。

换言之，立足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积极
财政政策的操作须具“双重”维度——兼

容扩大需求和结构调整，并且更加注重
推动结构调整。

由此，有别于以往局限于“扩大需
求”一个维度的积极财政政策配置格局，
继201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采用

“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
整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提法之后，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对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所作
出的新的部署是：“更加注重结构调整”。

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

无论是旨在扩大需求，还是旨在结构
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操作手段无非
两条：减税降费和扩大投资支出。问题在
于，减税降费也好，扩大投资支出也罢，往
往都要以财政赤字为支撑，落实到财政赤
字的增列上。不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取代需求管理成为我国宏观政策的主
线，增列财政赤字并非支撑积极财政政策
操作的唯一财源。 （下转第二版）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年1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
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
有重要意义。”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划定了航向。

4年来，沿江11省市携手共进，努力
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
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
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共同奏响新时
代的“长江之歌”。

生态优先，让母亲河
永葆生机活力

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的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
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流域各地的重
点水域也将相继进入为期10年的常年
禁捕时期。

就在此前不久，2019年12月23日，
我国首部流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草案）》迎来首次审议。

横跨东、中、西部，蕴藏丰富的野
生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
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
支撑。

“以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倒逼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当务之急是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进一步
增强环境整治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重拳
出击整治主要污染源。”江苏省人民政府
参事、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
春说。

2019年，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继续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标本兼治，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生态环境污
染治理、长江岸线清理整治等取得明显
进展。

2019年，沿江11省市累计“搬改关
转”化工企业958家，其中包括位于长江
干流、重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的化
工企业44家。

截至2019年 12月中旬，长江经济
带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水收集管网长度比
2018年底增加3954公里；城市和县城
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增加32252吨；沿
江11省市已有579座尾矿库完成闭库；

截至2019年12月底，沿江11省市搬出
和转移禁养区内的水产养殖规模达
178.9万亩；2019年1月至11月，长江经
济带港口接收船舶垃圾总量7.82万吨，
岸电使用量2.63亿千瓦时。

江面辽阔，两岸青翠。有“三江之
口，七省通衢”之称的江西省九江市，不
仅坐拥三分之二的鄱阳湖水域面积，更
全揽152公里长江江西段岸线。近年
来，九江市累计投入60亿元，拆除码头
74座、泊位87个，腾出岸线7529米，打
造长江百里“最美岸线”。在安徽省马鞍
山市，长江两岸完成造林绿化1.3万亩，
退渔还湿1662亩，以公园绿地为主的生

活岸线、生态岸线和景观岸线成为城市
的“生态客厅”。

据了解，2019年，中央有关部门累
计安排约1237亿元支持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
金融精准支持的力度加大。1月至11
月，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分别发
放贷款3621亿元、1529亿元支持长江大
保护和绿色发展。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出现可喜变化。2019年1月至11月，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82.5%，同
比上升3.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1个百分点。 （下转第三版）

愿 得 长 江 万 里 清
——写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四周年之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2020：积极财政政策该怎么干？
高培勇

2019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
吐量首次突破2700万标准箱，连续
两年保持全球前三。

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屡创纪录，
支撑其发展的强劲动力，正是宁波

“专精特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新颖化）工业中小企业的蓬勃发
展。坚持制造与外贸双翼齐飞，是宁
波经济的一大特点。而串起两者紧
密联系的，则是一批具有“专精特新”
特征的“小而美”企业。近日，宁波又
有11家企业（产品）入选工信部第四
批制造业单项冠军，总数达 39 家
（个），居全国各城市首位。

宁波嘉乐电器有限公司主营产品
为空气炸锅，在海外年销售额超过2
亿美元。“尽管我们企业创办才7年，
但一直十分重视创新投入，目前有研
发人员100多人。”公司总经理张一驰
说，这两年企业投入上亿元研发资金，
开发出200多种型号的空气炸锅，
2019年出口交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

宁波积极深化各项改革，为“专
精特新”企业营造最优营商环境。据
统计，宁波近年来累计探索实施包括
国家保险改革综合试验区等127项
省级以上改革。不久前，宁波成为全
国仅有的两个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

示范区之一。为推动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宁波出台文件列出了党政部门
及公职人员“七个参加”“六个杜绝”
正负面清单。全国工商联最近发布
的“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报
告”显示，宁波位居全国10个满意度
最高城市第三。

统计显示，2019年前11个月，
宁波全市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实
现增加值同比增长8.2%。同期，宁
波新增民营企业突破6万家，新增外
贸出口实绩企业近千家，外贸企业总
数达1.8万余家。

助力外向型企业发展，2019年，
宁波在浙江省率先出台《促进外贸稳
定增长十条意见》，帮助企业降成本、
拓市场、增效益，实现了外贸进出口
稳中有升。2019年1月至11月，宁
波外贸进口、出口分别增长3.2%和
6.7%，增速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宁波还推出《对外投资政务服务
一本通》，涉及19个部门或机构的
97个审批和中介服务事项，推出4
张最快的一般审批流程图，为企业实
施对外投资提供了整体性、集成式的
便利化服务。2019年1月至11月，
宁波全市“走出去”备案境外企业和
机构182家，增长15.9%。

宁波精心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小而美”托起高质量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俞永均

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
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2019年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多次被提及的“关键词”。2月22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强调，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
分析研究经济形势、部署经济工作的会议上，再次强
调“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7月30日，中央政治局
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到“打好三
大攻坚战”……

面对国内国际复杂局面，在党中央周密部署、响
鼓重锤下，各地区各部门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精准脱贫成效显著，金融风险有效防控，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

精准脱贫年度任务全面完成

蓝天艳阳之下，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在万山丛
中显得格外醒目。这是贵州省普安县茶源街道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茶源街道安置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851户 8999人，小区内配套建有10多家扶贫车
间，全部易地扶贫搬迁户就业落实率达90.87%。

在茶源街道扶贫车间，36岁的罗奇美坐在缝纫
机前加工鞋面。以前，她家除了能种点粮食勉强糊口
外，没有其他收入。现在，料理完家务，她有空就来车
间干干，计件工资，每天能挣70多元。茶源街道办主
任王条丽告诉记者，茶源街道引进了贵州正山堂普
安红茶叶公司、才华手袋厂等10多家劳动密集型企
业，为每个搬迁家庭提供至少一个就业机会。

“2019年全国扶贫工作一大亮点，是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
永富介绍，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量
200亿元主要用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三
区三州”资金到位率超过3年计划的95%，项目完工
率超过85％；“三区三州”贫困人口由2018年的172
万减少到2019年底的43万，贫困发生率由8.2％下
降到2％，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高出3.6个百分点。

2019年，“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国共排查出520多
万人存在“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目前已解决500万人。

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

在湖南省岳阳市许市镇凉亭村吴王家岭屋场，记者被眼前的乡村美景所吸
引：干净整洁的村组道路、错落有致的小院民居、别具创意的庭院花园……这一
切都要归功于当地正在推进的村庄清洁行动。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苏克敬介绍，“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
配合财政部安排资金222亿元，支持各地实现10.1万多个建制村环境综合整
治，完成目标任务的77%；整治后的村庄，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农村居民的获
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明显增强。

2019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等七大标志性重大
战役掀起高潮。《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为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提供了
法治保障；长江经济带11省市展开以长江干流、主要支流及重点湖库为重点
的保护修复行动；全国31个省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向县级延
伸；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初见成效；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加快调整，
蓝天保卫战取得重大进展……

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10月，全国地表水Ⅰ类至Ⅲ类断面比例为75.4%，
同比增加2.3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同比减少1.9个百分点。2019年前11个月，全
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同比下降2.9%。“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生
态环境保护主要指标，均达到年度目标和序时进度要求。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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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缭绕的长江宜昌段（摄于2019年12月）。 刘曙松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