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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自立自强赢得发展主动

自 俄 乌 冲 突 爆 发 以 来 ，以 美 欧 为 首 的 部

分 发 达 国 家 纷 纷 宣 布 对 俄 制 裁 ，从 经 济 、金

融、科技、文体各领域“全方位”孤立俄罗斯。

参与制裁的跨国公司清单中不断增加的高科

技企业，令人心生警惕。它让我们更加坚定了

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念：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

的核心竞争力，关键时刻，没有自主替代就难

有话语权！有一张新闻照片形象地说明了科

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因苹果支付和谷歌支

付无法使用，莫斯科地铁乘客改用现金，不得

不排起长队。

科技实力深刻影响国际力量对比，自立自

强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繁荣强盛

的根基。纵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把科技创新提升到

新的历史高度，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

战略支撑。回看两年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不得

不说，这是一个预判准确、目光长远的重大战略

布局。

从应用层面看，要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留

足替代选择。

参与此轮制裁俄罗斯的跨国高科技企业，

覆盖了基础软件、芯片、半导体、电脑、电信设

备、飞机、卫星等方方面面，甚至触及到开源软

件，彻底撕破了全球化时代“科技无国界”“互联

网无国界”的童话面纱。

当 前 ，美 西 方 将 科 技 创 新“ 政 治 化 ”“ 集

团化”和“武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

事 实 提 醒 我 们 ，中 国 一 方 面 要 坚 持 对 外 开

放 ，支 持 组 建 全 球 化 科 技 创 新 共 同 体 ，另 一

方面也要重新评估供应链安全，更加重视关

键 领 域 、关 键 环 节 的 自 主 可 控 和 国 产 替 代 。

要 对 供 应 链 上 的 各 类 跨 国 高 科 技 企 业 保 持

主 动 权 ，留 足 替 代 选 择 空 间 ，切 不 可 将 所 有

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也要对中国高科技企

业加强监管，确保他们在重大事件中站稳中

国立场。

从制度层面看，要不断深化改革，打通创新

发展的体制机制堵点。

自 2018 年以来，美国加大对我国科技打压和遏制的力度，已将科技

竞争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位置，试图最大程度挤压我国科技创新发

展的时间和空间。在世界上大国博弈竞争加剧态势下，我国科技创新的

结构性短板、“卡脖子”等难题凸显。

在这种压力下，我们必须深化改革，

打通体制机制堵点，才能深度融合创新

链和产业链，解决各类“卡脖子”瓶颈，畅

通国民经济循环。

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制裁和反制

裁，是一场战争级别的博弈。它让我们

再一次深切认识到：只有科技发展的主

动才能赢得国家发展的主动，只有确保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才能把发展主

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位部长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

稳 投 资 减 税 费 保 粮 安 夯 实 基 础
本报北京 3 月 5 日讯（记者徐达）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5 日

上午举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

立峰、财政部部长刘昆、农业农村部部长唐

仁 健 通 过 网 络 视 频 方 式 接 受 媒 体 记 者

采访。

何立峰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今年

将如何做好稳投资工作的提问时表示，首

先要目标精准，以精准目标安排指导地方

及行业投资。目前，围绕“十四五”规划确

定的 102 项重大工程，已分解出 2600 多个

项目，正在稳妥有序地推进实施。其次要

瞄准基础设施，特别要发展跟“双碳”紧密

结合、与新发展理念相吻合、与高质量发展

相适应的新兴产业。再次要围绕新型城镇

化，包括特大城市瘦身健体和大中城市补

齐短板。此外，公共服务设施投资量也相

当大。

“稳投资，关键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何立

峰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 6400 亿元，比上一年增加 300

亿元。此外，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 3.65 万亿元。要通过政府投资和金融支

持，带动市场主体加大投资。

针对今年赤字率适当下调的问题，刘

昆 表 示 ，这 是 保 持 财 政 可 持 续 的 重 要 举

措。今年赤字率拟按 2.8%左右安排，比去

年预算下降 0.4 个百分点，资金规模减少

2000 亿元。不过，通过跨年度调节，仅中

央本级财政调入一般预算资金就达 1.267

万亿元，相当于提高赤字率 1 个百分点，财

政支出强度有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预计今年退税减

税规模约 2.5 万亿元，达历史最高。对此，

刘昆表示，自“十三五”以来的 6 年间，累计

减税降费规模超 8.6 万亿元，千万企业和数

亿群众享受了政策红利，市场主体活力持

续激发。

社会各界对粮食安全问题格外关注，

对此，唐仁健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有能

力保证 14 亿多人不饿肚子。”

唐仁健表示，今年既要抓夏粮，也要立

足全年抓好粮食生产。不管国际形势怎么

变化，我国有能力保证 14 亿多人每天到点

开饭，饭碗越端越稳，吃得越来越好。

传递基层所思所盼 彰显一线奋斗精神

八位代表走上首场“代表通道”

本报北京 3 月 5 日讯（记者徐达）5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首场“代表通

道”迎来柴闪闪、陈良、王方、吴晨、马慧

娟、董彩云、夏吾卓玛、姜涛 8 位基层人大

代表。他们就社会普遍关注的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资源生态保护、工

匠精神传承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市邮区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认

为，无数外卖员、快递员每天穿街走巷，服

务于城市毛细血管“最后一公里”，应该让

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我愿通过一点一

滴的履职，反映更多基层劳动者所思所

盼，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获得闪闪发光的

人生。”柴闪闪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森林草原防火站站长陈良介绍，内蒙古是

祖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些年，

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百姓也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等富

裕起来。“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

森林和草原，珍惜生命一样对待我们的生

态。”陈良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

挥中心某保障队副队长王方认为，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军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听党指挥已

熔铸在人民军队的血脉中。“身为一线带

兵人、基层政治干部，当好思想播种者，让

党的创新理论落地落实，责无旁贷。”王方

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首钢集团总建筑师吴晨介绍，刚刚

闭幕的北京冬奥会让京西首钢园区展现

在世界眼前。“首钢园区的惊艳亮相，凝

聚着北京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上的持续探

索与努力，凝聚着首钢园区众多建设者、

建 筑 师 和 规 划 师 的 倾 情 付 出 。”吴 晨 代

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

市红寺堡区农民作家马慧娟表示，红寺堡

的引黄灌溉工程体现了党对困难群众的

关爱，当地多年流传这样一句话，“共产党

好，黄河水甜”，传达出移民区 23 万群众的

心声。“拿我个人来说，初中毕业、农村妇

女，正是国家移民搬迁好政策，让我能够

重新阅读、写作。”马慧娟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校长董彩云是一

名基层教育工作者，三十多年从教生涯，

让她深深懂得了教育的意义在于让每个

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现在，我的家

乡也有了设施齐全的特殊教育学校，群众

对 教 育 的 满 意 度 越 来 越 高 。”董 彩 云 代

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

治州同仁市自来水公司职工夏吾卓玛介

绍，她的家乡黄南藏族自治州全境属于

三江源生态保护区。“作为源头人、护塔

人，我们要坚决扛起源头责任，让‘三江

之 源 ’源 清 流 洁 ，让‘ 中 华 水 塔 ’坚 固 充

沛，让各族人民的生活滋润甘甜。”夏吾

卓玛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航天天马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有色金属焊接班班长姜涛，35

年来从事航天产品焊接工作。从多个国

家重大型号装备研制，到航天发射“一箭

20 星”，他和他的团队用手中的焊枪攻克

了数以百计的焊接技术难关。“我要将自

己在金属材料焊接、大型结构件焊接变形

及控制方面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

轻同志。”姜涛代表说。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举行，本报记者就

稳投资话题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提问。

殷 金摄（中经视觉）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知识产权服

务促进中心主任谢商华认为，品牌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但目

前中国品牌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为此，

谢商华委员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改革品牌管理的体制机制，从

产业协同转向品牌协同。建议由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来牵头统筹“品牌协同”，围

绕目标市场，构建系统化、协同化、有机

化的品牌整体，从产品驱动的“成本优

势”转向品牌引领的“市场优势”。

二是高度重视以“品质科技化、产品

（服务）品牌化、外观文创化、管理专业

化、传播内容化”等“五化”培育品牌，多

措并举孵化品牌。

三是设立品牌专业和首席品牌官，

建议我国高校设立专门的品牌学科或者

专业，同时发展首席品牌官制度。

四是大力发展品牌孵化园，通过将

品牌服务的市场研究、战略咨询、规划设

计、供应链等专业服务机构集中，解决品

牌协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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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中央

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安

排 400 亿元，推动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更

好融入城市。

4.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巩 固 提 升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能 力 。

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把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 置 ，支 持 新 建 1 亿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

强 化 黑 土 地 保 护 利 用 ，加 强 农 田 水

利 薄 弱 环 节 建 设 ，推 进 种 业 振 兴 和

农 业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促 进 大 豆 油 料

增产。完善农业补贴和农机购置补

贴 政 策 ，加 大 对 粮 食 主 产 区 财 政 奖

补 力 度 ，给 种 粮 农 民 再 次 发 放 农 资

补 贴 ，保 障 农 民 种 粮 收 益 和 主 产 区

抓粮积极性。

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

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按

照只增不减的原则安排 1650 亿元、增

加 84.76 亿元，并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任务重、推进乡村振兴底子薄的

地区倾斜。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扶持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支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整治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

进农村改厕、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

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

业产业强镇等项目建设水平。

5.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

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紧盯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加快

建立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纵向补偿

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的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

稳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研

究出台财政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意见。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技术

研发，推动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和钢

铁、建材等行业节能减排。

6.突出保基本兜底线，切实保障和

改善民生。

支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

教育支出结构。增加义务教育经费投

入，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促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教育

一体化。

推 进 卫 生 健 康 体 系 建 设 。 继 续

支 持 做 好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疫 苗 接

种、药物研发等工作，延续医务人员

和防疫工作者个人所得税有关优惠

政策。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5 元，达到每人

每年 84 元，优化服务项目，提高服务

质量。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 元，达到每人

每年 610 元。逐步提高心脑血管病、

癌症等疾病防治服务保障水平，加强

罕见病用药保障。支持高水平医院

开展临床科研，加强医疗卫生机构能

力建设和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实施公

立 医 院 改 革 与 高 质 量 发 展 示 范 项

目。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加快建设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

务体系，支持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

大工程。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步实施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确保按时足额

发放。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

购并举，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

推动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支持推

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

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支持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7.强化资金和政策保障，支持国

防、外交、政法等领域工作。

（四）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计和支出安排。

1.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4880 亿

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长 3.8%。加上

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2765 亿

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9900 亿元，收入总

量为 107545 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34045 亿元，增长 14.3%。收支总

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 26500 亿元，比

2021 年减少 1000 亿元。

（1）中央本级支出 35570 亿元，增

长 3.9%。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扣除中

央国防武警支出、国债发行付息支出、

储 备 支 出 后 ，中 央 部 门 支 出 下 降

2.1%。在连续多年严控中央部门支出

基础上，继续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

支出，同时，全力保障部门履职需要，

教育、科技不纳入压减范围。

（2）对地方转移支付 89975 亿元，

增长 8.4%。

（3）中央预备费 500 亿元，与 2021

年预算持平。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115260 亿元，增长 3.7%。加上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97975 亿元、地方财

政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10620 亿

元，收入总量为 223855 亿元。地方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31055 亿 元 ，增 长

8.9%。地方财政赤字 7200 亿元，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比 2021

年减少 1000 亿元。

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210140 亿 元 ，增 长

3.8%。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23285 亿元，收入总量为 233425 亿元。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7125 亿元，

增长 8.4%。赤字 33700 亿元，比 2021

年减少 2000 亿元。

（五）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中 央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4216.67 亿元，增长 5.3%。加上上年结

转收入 354.67 亿元、特定国有金融机

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 16500 亿元，收

入总量为 21071.34 亿元。中央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8071.34 亿元，其中，本

级支出 7183.43 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

887.91 亿元。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9000 亿元。

地 方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94420 亿元，增长 0.4%。加上中央政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对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收 入

887.91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36500 亿元，收入总量为 131807.91 亿

元 。 地 方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131807.91 亿元，增长 19.3%。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 98636.67 亿元，增长

0.6% 。 加 上 上 年 结 转 收 入 354.67 亿

元、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

缴利润 16500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收 入 36500 亿 元 ，收 入 总 量 为

151991.34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 支 出 138991.34 亿 元 ，增 长 22.3% 。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9000 亿元。

（六）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中 央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2268.08 亿元，增长 13.5%。加上上年

结 转 收 入 355.37 亿 元 ，收 入 总 量 为

2623.45 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1723.45 亿元，增长 61.8%。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2860 亿元，下降 10.1%。加上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32.83 亿 元 、上 年 结 转 收 入 308.86 亿

元，收入总量为 3201.69 亿元。地方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829.57 亿元，增

长 7.6%。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国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5128.08 亿 元 ，下

降 1%。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664.23 亿

元 ，收 入 总 量 为 5792.31 亿 元 。 全 国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3520.19 亿

元，增长 34.1%。

（七）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2022 年起，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通过建立养老

保险基本要素中央统一管理机制、地

方财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入长效机

制、工作考核机制等，实施全国统筹调

剂，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

性。与 2021 年中央调剂制度相比，调

剂规模有所增加，上解省份扩大到 21

个，负担更加均衡合理，各地基金当期

缺口全部得到解决。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00273.59 亿元，增

长 5.8% ，其 中 ，保 险 费 收 入 71280.02

亿 元 ，财 政 补 贴 收 入 24105.66 亿 元 。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92412.78

亿 元 ，增 长 5.2% 。 本 年 收 支 结 余

7860.81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09255.9

亿元。

2022 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

267008.35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

额限额 158289.2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限额 218185.08 亿元。

三 、扎 实 做 好 2022 年
财政改革发展工作

（一）严 格 贯 彻 预 算 法 及 其 实 施

条例。

（二）确 保 减 税 降 费 及 时 落 实

到位。

（三）推进财政法治建设。

（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风险。

（五）强化财会监督。

（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七）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预算审

查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谢商华：

加 快 推 进 品 牌 协 同 发 展
本报记者 钟华林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

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

位。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陈建军建议尽快

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地的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自然保护地执法机制。

陈建军代表认为，当前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和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存

在的问题主要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

金来源单一，补偿标准偏低；自然保护区

内群众种植的人工林等严禁采伐，原住

居民意见大；自然保护地执法机制不顺，

对违法违规问题查处缺乏震慑力，部门

联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等等。

陈建军代表建议，要尽快修订出台

自然保护地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自然

保护地管理机构建设要求，完善执法机

制。同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转

移支付制度，完善生态护林员制度并延

伸到自然保护地内原住居民。

全国人大代表陈建军：

完善自然保护地执法机制
本报记者 童 政

当前，我国新能源产业正迎来爆发

式增长，在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新能

源发电量创新高的当下，仍存在不利于

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与弊端。全

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长兴

县煤山镇新川村党委书记张天任建议，

拓宽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发电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

张天任代表举例说，有一次在高铁

上，邻座的一位从事废旧资源回收的企

业主向他“吐槽”，由于没有进项发票抵

扣，负担很重。在调研了 10 多家企业的

基础上，张天任代表撰写了相关建议，并

被国家相关部委采纳。

“今年两会，我关注如何进一步拓宽

新能源应用场景，‘以用促进’助推国家

‘双碳’目标实现。”张天任代表建议，重

点围绕助推国家“双碳”目标和能源结构

转型，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支持实

体经济，倡导绿色发展，鼓励绿色出行。

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

拓 宽 新 能 源 应 用 场 景
本报记者 李万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