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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在经济运行恢复向好的同时，财政收入逐步企稳回升。一

系列举措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为财政收入增长提

供较好支撑。当前，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推

动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特别是要继续实施好各项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持

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财 政 收 入 逐 步 企 稳 回 升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恢复向好评析④

曾金华

近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31 万亿元，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1%，按自然口

径计算下降 6.6%。这个增速显示，在经济

运行恢复向好的同时，财政收入逐步企稳

回升。

今年上半年，受一系列超预期不利因

素影响，以及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

我国财政收入形势一度较为严峻。随着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显效，经济逐步恢复

发展态势，再加上大规模留抵退税集中退

付任务基本完成后，退税冲减收入因素减

弱，财政收入逐步好转。可以看出，前三季

度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的财政收入，增速

略高于 GDP 增速，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形

成较好的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主要经济指标恢复回稳，

保 持 在 合 理 区 间 ，同 时 积 极 因 素 累 积 增

多。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留抵退税虽然

拉 低 了 财 政 收 入 增 速 ，但 这 是 一 种 政 策

性、主动性的减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9 月 20 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税缓费超 3.4 万亿元，其中增值税

留抵退税超 2.2 万亿元，有效减轻企业负

担，增加企业现金流。税费支持政策的实

施为市场主体增添了新的动能，专项债券

加快发行使用推动投资稳中有升，一系列

举措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增强发展内

生动力，这些都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较好

支撑。

也要看到，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市

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仍面临

较多困难。前三季度财政收入按自然口径

计算还是负增长，这对财政运行来说，意味

着收支矛盾依然较为突出，尤其是一些经

济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困难更多，基层“三

保”任务还较重。

如何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保证财政支

出强度，成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面临的

重要课题。当前，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

度，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推动经济持

续恢复发展。特别是要继续实施好各项

组 合 式 税 费 支 持 政 策 ，持 续 释 放 政 策 红

利，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同时，还要

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用足用好专

项债务限额，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实现

扩大有效投资。此外，还可以多渠道盘活

闲置资产，增加非税收入。通过促进经济

进一步恢复发展，财政收入才能成为有源

之水。

在支出端，要在保持一定支出强度的

同时，规范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结构。今年

前三季度的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社会保

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教育等保持较大增

幅，体现出财政支出对民生等重点领域的

倾斜。同时，要加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

障，确保资金和政策尽早落地见效，助力稳

住宏观经济大盘。在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

下，更要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防止年

底“突击花钱”，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压减非

急需非刚性支出，腾出更多资金用于保民

生、促发展。

确 保 财 政 可 持 续 性 ，还 必 须 深 化 财

税 体 制 改 革 ，加 快 建 立 现 代 财 政 制 度 。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

重要部署，明确要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

化 税 制 结 构 ，完 善 财 政 转 移 支 付 体 系 。

下一步，通过推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

施 积 极 的 财 政 政 策 ，宏 观 经 济 治 理 必 将

更 有 力 、有 效 ，推 动 经 济 运 行 在 合 理

区间。

近日，相关部门制定出台鸭血粉丝汤、“老

坛酸菜”质量标准的消息广受关注。近年来，地

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等为特色产品制定团体标

准、行业标准的做法日益多见，质量标准成为越

来越多特产的“标配”。总体上，质量标准的制

定、推行有利于地方特色产业长远健康发展。

特产的质量标准主要涉及原料选取、制作

工艺、产品性状、经营场所等方面的要求，能够

从流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形成规范，为企业经营、

行业自律、政府监管提供指引、依据和参考，推

动产品形成相对统一、稳定的品质，克服杂、散、

乱的问题。过去很长时间，特色产品领域虽有

一些约定俗成的质量指标，但很少有正式的质

量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质量标准对

特产行业的意义愈发凸显，为特产营销走向规

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奠定基础。

在特产走出起源地、开拓新市场的过程中，

相对稳定统一的质量能让产品的众多经营者联

结为一个集体，将各自的口碑、影响力聚合起

来，获得更多市场关注与认可。相关调查显示，

柳州螺蛳粉、沙县小吃、重庆小面等特产“走红

出圈”“漂洋过海”的背后，都有质量标准的支

撑。特别是当特色产品因出现问题而陷入低谷

时，通过严格的标准来强化产品的生产营销规

范，也有利于克服行业积弊，矫正违规做法，重

新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不过，在特产标准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经营

者、消费者认可的同时，“特色与标准能否兼容”

的忧虑渐渐产生。统一的标准是否会让特产变

得千篇一律，失去特色？这是不少商家和消费

者存在的担忧。

标准与特色并非完全对立。特产的本质特

色是群体特色。在当前快速迭代、竞争激烈的

市场环境下，质量标准是这种群体特色稳定存

续、获得广泛认可的基本保障。

当然，产品同质化程度过高确实不利于行

业发展。防范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标准的刚性与弹性之间寻求平

衡。良好的质量标准应当是求同存异、刚柔并济的。一方面，它需要

通过刚性约束确保群体成员的产品具有基本共同的元素，守住公共

品牌；另一方面，也要为成员的特色和创意保留柔性空间。换言之，

推行标准是为了避免良莠不齐、以次充好，而不是追求千人一面、千

店一味，重在防止“不靠谱”，但不苛求“清一色”。

通过标准的妥善制定确保其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是兼顾“刚”

“柔”这两方面要求的关键所在。

标准制定者宜充分考察产品的历史传承、竞争优势、公众认知，

广泛征求行业成员意见，在产品的各项质量属性中，找准对产品的特

色价值、品牌声誉等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指标，将其作为行业成员的

刚性要求。对于其他“锦上添花”的质量属性，可纳入倡议性、指导性

标准，既为行业精益求精指引方向，也尊重经营者的自主选择权。

对质量水平的要求，不能只顾对标“顶端”，也要兼顾不同规

模、不同运营模式经营者的现实情况和发展需求。若特产行业内

部存在不同风格的“流派”，而且都被公众认可，对其适用的标准可

以有所差异。此外，产品的生产技术、经营模式、消费偏好等会随

着时间而发展变化，标准的内容也应适时修订。应

以 精 准 施 策 、与 时 俱 进 的 思 维 ，确 保 标 准 的 包

容性。

精准搭建就业供需平台

今年8月份起，贵州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
展了就业援助百日攻坚行动。一方
面，通过网络直播招聘等重要载体，
精准搭建各类就业群体供需对接平
台，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集
群优势，采取扩大市场化就业服务
供给、减免租金助企惠企等方式，帮
助缓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助
推大龄劳动力、残疾人等群体稳岗
就业。8月份以来，当地已组织开展
各类专场招聘会230余场，认定就业
援助对象 9300余名，提供就业岗位
达14.6万个。期待更多地方借鉴有
关经验，为各类群体特别是困难群
体铺好就业路。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