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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名盲盒别走歪

近期，多个省份披露 2021 年全年财政收

支情况，不少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实际

完成数超过预算收入数。这种财政超收现

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从已发布数据看，多个地方去年财政收

入 超 过 预 算 安 排 ，有 的 地 方 则 基 本 和 预 算

目标持平。虽然目前全国去年全年财政收

支数据尚未发布，但去年前 11 月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已完成全年预算的 96.8%，超

收应成定局。

为何会出现超收的情况？财政收入是经

济发展的晴雨表。年初收入预算安排是根据

相关经济预期指标测算的，国家统计局近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 GDP 增速为

8.1%，高于“6%以上”的预期目标。可以说，财

政收入情况反映出我国经济持续恢复的良好

态势。

从各地具体收入来源看，经济平稳恢复

发展为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有力支撑。比

如，北京市头部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批发零

售业和商务服务业经营活动恢复较快、新冠

疫苗生产企业业务迅速增长等，都直接带动

了相关财政收入的增长；江西省有色金属、计

算机通信电子、医药等行业的发展，带来了税

收较快增长。可见，正是各地产业企业的发

展，使得财政收入成为“有源之水”。

值得关注的是，财政超收是在我国大力

推进减税降费背景下取得的。2021 年我国继

续实施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部分阶段性政

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特别

是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收

减免力度，大力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通

过实施减税降费，有效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和

发展后劲，反过来又扩大了税基，增加了税收

收入。减税降费和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

动，是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也

说明，把各项助企纾困政策落实到位，有利于

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财政超收让各地“钱袋子”更鼓了，为更

有 效 实 施 积 极 的 财 政 政 策 提 供 了 更 多“ 子

弹”，但这些钱并不能随意支出。根据预算法

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

收入的，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各地应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按

照法律安排超收收入。

同时，虽然财政收入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但财政收支紧平衡的局面并未改变。从收入

端看，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国内发展也面临压力，而且今年我国要实施

更大力度减税降费，这些因素都给财政收入

增长带来一定挑战。从支出端看，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

支出进度”。各重点领域对财政资金的需求

仍很大，一些地方的财政收支矛盾仍将比较

突出。

在 收 支 紧 平 衡 下 ，“ 开 源 节 流 ”尤 为 重

要 。 新 的 一 年 ，需 要 通 过 促 进 经 济 恢 复 发

展、大力助企纾困，培植税源、增加收入，加

强财政资源统筹。在支出方面，则要优化支

出重点和结构，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

保障，持续改善民生。同时，还要坚持政府

部 门 过 紧 日 子 ，

强化预算约束和

绩 效 管 理 ，提 高

财政支出的精准

性 、有 效 性 。 只

要 收 支 两 端 同

时 发 力 ，积 极 的

财 政 政 策 就 可

以 更 好 提 升 效

能 ，更 有 力 稳 定

宏观经济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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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务

必要吃透中央精神，做到有为、

有效，确保投资效能提升。

经过多年的投资，我国已拥

有世界上领先的传统基础设施

网络，继续投资的空间已明显收

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释放出

来的巨量资金，必须物有所值、

物超所值，精准投向。

一 要“ 有 为 ”。 积 极 财 政

政策所释放出来的巨量资金

要寻找合适的去处，最终要落

到成百上千的项目上。要重

点围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

型这两条高质量发展的主线，

以各类新基建为主体，面向未

来、面向全局，突出基础性、公

共性进行投资，短期为稳增长

作贡献、中长期为我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要

进一步加强项目策划和储备，

提 高 项 目 库 的“ 容 量 ”和“ 质

量”，既要包括战略性、方向性

的国家和区域大事，也要有涉

及民生的关键“小事”。

二要“有效”。积极财政释

放的资金既要用得出，还要用

得好，要特别注重改善和提高

资金与项目之间的适配性，做

好项目管理，努力提高项目的投资绩效。在积极财政政

策释放出宝贵的财政资源后，各方面要慎重设计项目，坚

持形成有效投资，确保形成实物工作量，切实将宝贵的财

政资金用到稳增长的刀刃上。

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始终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处

于加速演化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从国内看，我国

经济数字化转型处于起步阶段，绿色转型任重而道远，一些

结构性矛盾与问题风险需要有序化解。与此同时，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丰富，对住房、教育、医疗、生态环

境的追求越来越高，期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这都

将转化为对政府财力的现实需要。因此，保持我国财政的

可持续性、始终略有余力，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为稳增长提供充足助力的

同时，还要兼顾好现在与未来、愿望与能力、理想与现实

等多方面的关系。应开源节流、加强管理，统筹好各类财

政资源；应处理好扩大支出与增加效益之间的关系，财政

支出要有增有减、有保有压；应始终坚持政府部门过紧日

子的传统，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应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加快预算一体化建设工作，用好大数据在现代财政管

理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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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肯德基与泡泡玛特合作的

联名盲盒活动，因诱导食品过度消费

被中消协点名批评。近年来，一些品

牌通过协作营销，不仅在商品外观上

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

还丰富了品牌内涵，产生更好的市场

效果，但是售价高、性价比低、限量发

售导致抢购等情况也时有发生。对

此，联名款商家仍须戒浮躁，应优先考

虑客户需求和消费体验，提高品牌质

量、提升产品性价比、丰富品牌内涵，

不能因为联名而损害品牌信誉。相关

部门则要对联名款产品保持关注，引

导其有序健康发展。消费者也要理性

消费，对于商家动辄溢价的行为保持

冷静。 （时 锋）王 鹏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