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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区域工业发展短板

马庆斌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通过加力提效，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提振市

场信心。一方面，应优化税制结构，突出重点支持领域，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

制造业、科技创新等持续加力扶持；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提高政策效能和资

金效益，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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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注重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

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

政策的走向备受关注。日前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明确，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财政政策是由税收、支出等构成的政

策体系，从 2009 年开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

策已经连续实施了 14 年。虽然财政政策取

向都体现出“积极”，但每年政策力度和重

点有所不同，比如 2021 年强调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2022 年则明确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

准、可持续。

实际上，在 2019 年，对积极的财政政策

也是明确“加力提效”的要求。当时，“加

力”主要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和支出力度，

着重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推出了减轻企

业 税 收 和 社 保 缴 费 负 担 近 2 万 亿 元 的 举

措；“提效”则主要是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

率和使用效益，着力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

绩效。

上一次“加力提效”，主要背景是主要

经济体财政政策有所扩张，以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我国则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并加力提效，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同

样，当前我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

一系列超预期因素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

策要通过加力提效，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

全，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做好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工作。

在税收政策方面，近年来我国连续实

施大规模减税降费。今年实施大规模增值

税留抵退税等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通过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缓费等帮助市场

主体纾困解难，规模预计超过 4 万亿元。当

前，广大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依然

面临较大困难，明年继续实施较大力度的

减税降费势在必行。同时，由于已连续多

年实施减税降费，进一步压减的空间受到

一定制约，应该优化税制结构，突出重点支

持领域，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制造业、科

技创新等持续加力扶持。

加大支出力度，则必须考虑政府债务安

排问题。2022 年我国赤字率拟按 2.8%左右

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调，这有利于增强财政

可持续性，也为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留出了政

策调整的空间。财政赤字既要保持在合理

水平，确保债务风险可控，也要推进扩大财

政支出规模，更好助力稳增长。作为积极财

政政策的重要工具，专项债券在拉动有效投

资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2022 年我

国安排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3.65万亿元，并依

法用好 5000 多亿元专项债务结存限额。明

年专项债券额度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为投

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持续对“效”的问题提出要求。意

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加力的同时，要更

加注重提高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比如，

要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推进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切实做到花

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近年来我国持续

完善创新宏观调控，比如建立了财政资金

直达机制等。下一步，要大力优化支出结

构，建立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实施机制。

专项债券要优化资金使用方向，合理加快

使用进度，更好发挥对投资的拉动作用。

此外，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也要注重跟踪

实际效果，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提升市

场主体获得感。

进入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 15

年 ，我 国 宏

观调控的工

具 更 多 、经

验 更 丰 富 。

通过加力提

效 ，积 极 的

财政政策将

在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

转中发挥出

重要作用。

近日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2035 年）》指出，“发挥各地区比较

优势，优化区域分工协作格局”“支持引导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托资源要素禀赋，在

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础上承接国

内产业梯度转移”“推进老工业基地制造业

竞争优势重构”。从这些表述中可以发现，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很重要的一

个要素在于区域工业的发展水平。

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物质生产

部门之一，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速度、

规模和水平。不久前工信部等 3 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

工业经济的通知》，也对如何更加高效有力

地提振工业经济进行了部署。而巩固工业

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关键在地方。发挥本

地优势、发展特色工业，是国内外许多地区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工业门

类广、配套能力强的地区，应对疫情冲击以

及海外竞争的能力强；工业产业联动性强，

税收和就业拉动效应就明显。同时，以共

建工业园区为载体，以制造业产业链为纽

带，也是深化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经贸合作

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备，

但区域工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

突出，尤其是在各地工业发展的规模、技术

水平、吸引外资能力、人才等方面还存在较

大差异。即使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在单位土地产出、研发投入强度、智能化绿

色化等方面依然亟待提升。下一步，须立

足区域实际，多角度施策，补齐区域工业发

展短板。

要全力巩固区域工业稳中向好的态

势。营造企业投资运营有稳定预期、地方政府有财政腾挪空间、

工业企业用地有保护的发展环境。畅通区域间物流通道，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稳定企业订单，增强企业投资和运营的良好预

期；放缓压减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节奏，让地方有财政实力支持企

业发展；把工业空间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加以保障，为工业发展设

定用地保护红线，避免商业和住宅等产业用地挤压，间接提高工

业用地成本。

要结合地区实际，因地制宜，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东部地区需

紧扣“创新”，与本地的制造业紧密结合起来，加大工业绿色低碳、

数字、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需紧扣“承

接”，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尽快提升本地工业化水平，优先考量

就业以及增加制造业市场主体的数量，聚集本地原材料指向性强

或以本地消费为目标市场、产业链条短的产业，增加布局国家科研

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创新资源，聚集更多人才人力，将本地

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还要以水陆通道为纽带，实现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工业

的有机联动。依托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经济带等

贯穿东中西部的战略通道，打造新型区域合作经济走廊。研究设

立打造东中西部“公共港”，加强东中西部省份共建出海口，布局通

用码头泊位，引导东中西部省份根据产业发展需要，

共商共建码头、物流园区、仓储设施等，积极探索采

用“码头+通道+园区”的全方位合作模式。

日前，广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耕地保护、严格耕地用途管

制的实施意见》，将严肃查处各类违法

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特别

是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以“零容

忍”的态度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基。然而，有的地方

良田不种粮，用耕地开展非农建设，给

保障粮食安全带来隐忧。对此，应加

快制定并落实相关举措，采取“长牙

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严守耕地保

护红线。

（时 锋）

··广告广告

2022 年初，珠江流域遭遇严重旱情，粤港

澳大湾区用水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在这关键

时刻，大藤峡水利枢纽充分发挥“大国重器”

作用，战咸潮、抗大旱，实施应急调水，确保了

澳门、珠海等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生活用水安

全，为珠江流域抗旱保供水工作提供了有力

支撑。

去冬今春，珠江流域降雨持续偏少，特别

是春节、元宵节期间，受天文大潮影响，珠江河

口咸潮影响进一步加剧。水利部及珠江水利

委员会高度重视珠江流域抗旱保供水工作，一

场与时间赛跑、与咸潮较量的抗旱保供水之战

拉开序幕。

大藤峡水利枢纽是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

工程，是西江上距离珠江三角洲较近的具有水

资源配置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补水 3 天左右

水头即可到达珠三角，可有效提高压咸补淡的

效率和精准度，被水利部确定为珠澳供水保障

“第二道防线”。

根据水利部和珠江水利委员会部署要求，

大藤峡公司迅速成立枯水期调度工作专班，进

一步优化调度方案，精心编制应急调度预案，

确保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领导带

班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密切关注上游来水情

况和气象变化，做好信息报送、巡查巡视、枢

纽监测等工作，全力保障应急调水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

大藤峡公司紧盯流域雨情、水情、旱情、咸

情、工情，提前部署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的

“四预”措施，滚动优化调度方案。在确保工程

安全的前提下，统筹生态、航运、发电等多目标

需求，持续科学精细化调度水库。

在 2022 年 2 月 13 日调水前，水库水位控制

在 52.5 米以下运行，以确保围堰安全。13 日凌

晨 2 时开始逐步蓄水，12 时水位蓄至 52.8 米，工

程技术人员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方水，为应急调

水做好充分准备。

2 月 13 日下午，珠江防总办公室下达调度

指令，要求大藤峡工程当天 17 时起出库流量按

平均不低于 3500 立方米每秒控制。接到水调

调度令，大藤峡水库 11 号、15 号、19 号闸门开

启至 1.2 米。随着出库流量逐步增大，滔滔西

江水奔向粤港澳大湾区。

运行人员需要在调水期间全力保障设备

安全运行。为确保设备发生异常情况时可以

及时进行应急处理，值守人员每次巡查时间将

近 3 小时。

2 月 16 日夜间，来自大藤峡工程库区的淡

水经过 70 多个小时的奔流，准时到达中山市马

角水闸附近。23 时前后，磨刀门水道马角水闸

出现高潮位，并叠加 6 至 7 级东北风。已提前抵

达的宝贵淡水及时出站，成功压制了咸潮上溯。

历时 5 天，大藤峡工程圆满完成本次应急

补水调度任务，为元宵节天文大潮期间粤港

澳大湾区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提供了有力

保障。

大藤峡工程今年已承担 4 次应急调水任

务，累计调水量 4.4 亿立方米，优质淡水成为珠

江流域抗旱压咸保供水的“杀手锏”。

今年 7 月以来，西江流域降雨持续偏少，上

游来水偏枯，8 月至 10 月大藤峡水库来水较多

年同期偏少近 7 成。据水文气象部门预测，今

冬明春珠江三角洲来水偏枯的可能性较大。

大藤峡公司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电力供应、保障

航运等用水需求，提前储备水资源，充分做好

珠江流域枯水期水量调度准备工作，坚决打赢

抗旱保供水硬仗，全力确保粤港澳大湾区供水

安全，为地方稳住经济大盘、助力流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保障

能力作出新贡献。

（数据来源：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

战咸潮 保供水

大藤峡工程彰显“大国重器”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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