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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升级信息消费

刁琳琳

财政收入好转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成效显现，经济持

续稳步恢复发展。同时，自然口径由负转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大

规模留抵退税集中退付任务基本完成，退税冲减收入因素明显减弱。各方应

大力扩大有效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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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由负转正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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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统计显示，8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比上年同

期增长 9.5%，按自然口径增长 5.6%。这是

4 月份以来，月度的财政收入首次实现“自

然口径”正增长，可谓来之不易。同时，今

年以来较为严峻的财政收入能否持续企

稳、保持增长，受到高度关注。

从 4 月份起，财政收入有了两种增速，

也就是分为“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和“按

自然口径”两种情况进行计算，得出不同的

结果。原因在于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开

始实施，而这个政策性因素对财政收入造

成较大影响。目前，已有超 2 万亿元退税款

退到纳税人账上。在统计上，一方面剔除

留抵退税这个不可比因素后，也就是不考

虑留抵退税导致的减收进行同口径计算；

另一方面，用实际财政收入与去年同期收

入相比进行计算，通过两个数据能够更全

面客观反映财政收入情况。

经 济 是 财 政 的 基 础 ，财 政 则 反 映 经

济。今年以来，财政运行态势与经济基本

一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速处于

近年来较低水平。随着经济稳步恢复发

展，财政收入触底后呈逐步恢复态势。值

得关注的是，虽然“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的同口径增速表现较好，但“自然口径”增

速则在几个月来一直较大幅度负增长。自

然口径的统计结果更能反映实际财政收入

也就是“真金白银”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

说，8 月份按自然口径由负转正，意味着财

政收入实现较大改善。

财政收入好转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成效显现，经济持续稳步

恢复发展。同时，自然口径由负转正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大规模留抵退税

集中退付任务基本完成，退税冲减收入因

素明显减弱。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虽然

对财政收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这是一

种主动性、政策性的减收，通过政府收入

的“减法”，实现企业发展的“加法”。随着

集中退付的基本完成，落实留抵退税政策

进入常态化阶段，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就

变小。

与此同时，从前 8 个月累计数看，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虽

然实现正增长，但按自然口径计算依然下

降 ，这 显 示 出 财 政 收 支 矛 盾 依 然 较 为 突

出。马上进入第四季度，全年财政收入“答

卷”引人注目。

应该看到，当前各地加力落实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加快释放政策红

利，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从国家统

计局最新发布数据看，8 月份多数指标好于

上月，彰显了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为财政

收入的稳步恢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大规模留抵退税等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

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企业生产经营改

善 ，税 基 扩 大 ，税 收 有 了 更 多 的“ 源 头 活

水”，经济运行与税收收入形成良性互动，

实现财政更可持续。地方多渠道盘活存量

资产，有利于扩大收入来源。当然，在组织

收入中，必须不折不扣落实税费支持政策，

防止违规征收过头税费，特别是要拒绝“三

乱”行为。此外，既要开源也要节流，政府

要带头过紧日子，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民生

保障和改善。

财政收入保持平稳增长，积极的财政

政策实施则更

加有力。各方

应 通 过 财 政 、

货币等宏观政

策 的 靠 前 发

力 ，大 力 扩 大

有 效 需 求 ，保

持经济运行在

合 理 区 间 ，力

争 实 现 最 好

结果。

工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为 3.24 万亿元，同

比增长 6%。信息消费具有成长性高、发展

韧性强、创新活跃、关联效应突出等显著优

势，在促民生、强产业、稳经济等方面，持续

发挥着压舱石和倍增器作用，成为带动消

费升级、拉动内需扩容、推动经济稳定运行

的重要力量。

信息消费，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对传

统消费全环节、全链路进行数字化改造，促

动消费链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合跃

变而形成的新消费形态。随着新一代信息

技术加速推广，信息消费的内涵和外延也

在不断变化。这其中，包括零售、文旅、医

疗等传统消费产业数字化转型催生的新消

费模式，也包括新技术本身加速创新、快速

迭代形成的 AR/VR 等新业态，此外还包括

线上线下消费融合、交互引流构建 O2O 闭

环模式拓展等新消费场景，以及基于网络

社群等媒介生态变革形成的新消费关系。

从供给端来看，信息技术的迭代创新

与信息消费新业态呈现出明显的互动关

系。在技术迭代的层面，其不仅通过纵向

迭代，催生了平台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新

模式，形成前沿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成

果，而且还发挥了技术横向渗透的共享与

倍增效应，提供了面向产业主体的普惠性、

生态化技术，全方位、多角度引发了信息消

费产业的变革。

比如，5G、超高清视频等多种数字技术，可进一步催生出云院

线、线上无人书店等新业态，实现线上线下的虚实交互与优势互

补。随着更多数字科技与产业应用之间产生“化学反应”，这些新

技术将重塑生产思维、组织架构、产品形态、服务流程和商业模式，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网络化发展，为加快提升信息

消费供给能力提供推动力。

从需求端而言，信息消费已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直接体现。网络购物、视听、游戏、智慧零售等形式多样的信

息产品和服务，正广泛融进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不断满足新兴消

费群体社群化、个性化、定制化的趋势。

具体来说，疫情下发展出的“宅经济”培育激发了以家庭、社区

为核心的信息消费场景。云观演、云旅游、云逛街等，带动了新一

轮消费热潮。同时，政策集成效应引导提振了居民消费信心。从

2013 年《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部署“建立促进

信息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到 2017 年《关于进一步扩大

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升级

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产品”，再到 2022 年《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

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将“扩大升级信息消费”作为创新

消费业态和模式，一系列多角度多层次的政策措施，通过精准投放

与有效落地，为优化消费环境、降低信贷成本、释放消费潜力提供

了重要制度支撑。

有鉴于此，未来应继续通过信息技术产业加速融合创新，不断加

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同时，要加快释

放农村市场信息消费潜力，坚持优化信息消费监管机制，不断提升信息

网络安全保障能力，让信息消费更好服务稳增长。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教授）

日前，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
行等有关部门出台专门措施，以政
策性银行专项借款的方式，支持推
进已售逾期难交付的住宅项目建设
交付，目前专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
地进行中。“保交楼、稳民生”工作事
关民生福祉和经济发展，应进一步
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落实地方
政府属地责任，切实维护购房人合
法权益。各地要稳妥实施房地产长
效机制，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
工具箱，探索“金融机构接管+委托
共建”等模式。同时，要持续整顿规
范市场秩序，营造守法诚信的环境，
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