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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

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态
势。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0926亿元，
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
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
后，可比增长2%左右。

从税收收入看，1—4 月，全国税收收入在扣
除特殊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 0.5%左右。其中，
国内消费税增长 8.3%，主要是卷烟、酒、成品油
等消费品产销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
长 1%。企业所得税增长 0.9%，主要是工业企业利
润增长带动。出口退税 8101亿元，同比多退 1280
亿元，增长18.8%，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转移支付是地方财力的重要来源。今年，中
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保持一定规模，安排 10.2
万亿元，剔除上年和今年一次性因素后同口径增
长 4.1%。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国人大批准
2024 年中央预算后，财政部及时组织做好预算批
复下达工作。截至4月上旬，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已下达8.68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85.1%；一般性
转移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中，具备条件
的项目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

在强化预算执行约束方面，财政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严格执行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坚持
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列支，
严控执行中出台新的增支政策和预算追加事项；
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动摇，强化“三公”经

费预算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加强部门预算管
理，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项目评审力
度，全面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加强绩效运行
监控，强化监控结果应用，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
质增效；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确保财政资
金规范安全使用。

重点领域支出有保障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1—4 月，各级
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快预算下达和增
发国债资金使用，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
民生财力保障。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
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集中财力办大
事。“前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483亿元，
同比增长 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0.6 个百分点。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预算的31.3%，高于近
3年的平均水平。”该负责人说。

看各主要支出领域，1—4 月，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15702亿元，增长 3.8%；教育支出 13485亿
元，增长 3.1%；城乡社区支出 6886 亿元，增长
11.5%；农林水支出 6735 亿元，增长 12.7%；住房
保障支出 2656亿元，增长 7.8%。重点领域支出得
到有效保障。

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方面，1—4
月，各地在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内，发行用
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 7164 亿元，主要用于市政
建设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交通基础
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林水利等国家确定的

重点领域建设，推动一大批惠民生、补短板、强
弱项的项目建设实施，对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
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力支持科技创新

2024 年，中央本级科技经费预算 3708.3 亿
元，比上年增长10%。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财政部加强科技任务与经费统筹，调整优化支
出结构，突出支持重点，强化绩效管理，提升科
技投入效能。

一是支持加强基础研究。财政部加大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投入力度，2024 年
安 排 中 央 本 级 基 础 研 究 支 出 980 亿 元 ， 增 长
13.1%，支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二是支持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包括
保障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支持布局实施一
批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等。

三是支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对国
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稳定支持，支持培养造就更
多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青年科技人才。

此外，今年财政部还将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
保计划，通过提高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对科技创新
类中小企业的风险分担和补偿力度，引导银行和
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强对科技创新类中小
企业融资支持，助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政府性融资担保是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近年来在支持小微企
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该负责人表示，这一计划将撬动更多金融资
源投向科技创新
领 域 ，为 实 现 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加 快 形 成 新
质 生 产 力、促 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全国财政收支运行平稳
本报记者 汪文正

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 4个月，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可比增长2%左右，保
持恢复性增长态势；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3.5%，完成
预算的31.3%。

如何看待前 4 个月财政收支
运行情况？转移支付预算下达的进
度如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情况如何？财政怎样继续支持科
技创新？5月 21日，财政部有关负
责人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北京5月 21日电 （记者邱
海峰）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
超 21 日表示，3、4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I）均位于 50%以上的扩张
区间，这反映出随着宏观政策效应持
续显现，工业生产稳定增长，企业效益
有所改善，景气水平和企业预期持续
向好。接下来，中国制造业将继续保持
恢复发展、结构优化的态势。

当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5月

份新闻发布会，李超在会上就制造业
发展有关情况作了介绍。

从生产看，4月份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7.5%，增速比上月提高 2.4
个百分点；制造业 PMI 生产指数为
52.9%，为 2023 年 4 月以来最高，反
映出制造业企业生产扩张有所加快。

从需求看，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保持增长，货物出口恢复增
长；制造业 PMI 新订单指数、新出

口订单指数分别为 51.1%、50.6%，
反映出制造业市场需求继续恢复。

从结构看，4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呈现出较快发展势头。1
至 4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 9.7%，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为产业
结构优化夯实了基础。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 PMI 分别为 50.7%、50.3%，生产
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位于扩
张区间，反映出中小制造企业保持恢
复发展势头。

“总体看，推动制造业持续恢复发
展的有利条件正在积聚。”李超说，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增长4.3%，连续3个季度增长，为企
业扩大再生产等提供了有力支撑；1
至4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长9.7%，增
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 5.5个百分
点；4月份，制造业PMI生产经营活
动预期指数为 55.2%，继续位于较高
景气区间。

接下来还将采取哪些措施促进制
造业恢复发展？李超表示，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切实
提高制造业发展质效。重点抓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

扩大有效投资。落实超长期特别
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
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快中央预算内投
资下达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进度。从今年2月开始，国家发展改
革委多次组织各地方各相关部门，梳
理储备今年能开工建设的超长期特别
国债项目；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研究明
确“硬投资”项目细化要求和“软建
设”具体举措，并根据需要制定出台相
关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做好第一批
项目下达准备，梳理出一批符合国家
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
设要求、可立即下达投资的重大项目，
待国债资金到位后即可加快建设。

促进国内消费。加快落实就业优
先政策，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
高居民消费能力。加快推进消费品以
旧换新，扩大汽车、家电、手机等商
品消费和文旅等服务消费，加大力度
培育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等新增长
点。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部分家
电企业、汽车企业已公布的以旧换新
补贴计划金额超过150亿元；多家电
商平台与生产企业合作投入超过 100
亿元开展以旧换新促销活动。

加快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深入实施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引导企业应
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升级，不断提升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企业效益有所改善

制造业继续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企业效益有所改善

制造业继续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本报北京5月 21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21日从商务部获悉：
今年1—4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
合同额7814.3亿元，执行额5205.1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4.4%和12.9%。其
中 ，承 接 离 岸 服 务 外 包 合 同 额
4190.4亿元，执行额2745.7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8.6%和8.2%。

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
离岸信息技术外包 （ITO）、业务
流程外包 （BPO） 和知识流程外
包 （KPO） 执行额分别为 1165.9

亿元、494 亿元和 1085.8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0.9%、1.7%和8.5%。

从区域分布看，全国 37 个服
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合同额 3762.7 亿元，执行额
2438.8 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额的
89.8% 和 88.8%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6%和5.1%。

从国际市场看，1—4月，我国承
接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成员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
额合计732.6亿元，同比增长16.6%。

本报海口5月 21日电 （记者
孙海天） 20 日，海南五指山市举
办海南大叶茶遗传资源多样性研究
和基因组辅助育种技术开发成果发
布会，海南大叶茶被证实是一种新
的山茶属物种。

据了解，海南大叶茶在海南岛
独立进化，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
性，科研团队对海南大叶茶全基因
组重测序并与已有数据库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海南大叶茶有不同于

传统栽培茶大叶种茶和小叶种茶的
遗传背景，是一种被证实和发现的
新的山茶属物种。该项成果为海南
大叶茶在茶树分类、遗传背景分析
及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等方面提供了
可靠的数据支持。

海南大叶茶的发现与证实，将
助力五指山市绿色农业、特色农业
产业和五指山茶叶独特品牌的打
造。如今，全市种植茶叶面积已由
2022年的0.98万亩增至1.54万亩。

本报北京5月 21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商务
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
险作用 扎实推进贸易高质量发
展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通知》，指
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中信保公司
营业机构用足用好出口信用保险政
策工具，更大力度支持贸易高质量
发展、贸易强国建设。

通知围绕贸易高质量发展重点
任务，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防
风险、补损失、促融资、拓市场等
作用，提出6方面约30项举措：积

极响应企业诉求，坚决落实短期险
相关工作安排，巩固外贸外资基本
盘；加大外贸供应链国际合作承保
力度，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聚焦
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完善国际
运输、广告、文化、维护维修等
领域承保服务；深化内贸险和出
口险协同，拓展产业链承保范围，
支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深化“一
带一路”经贸合作，提升综合承保
能力；向中小微外贸企业适度倾
斜资源，提升企业投保便利度和
政策获得感，积极拓展线上保单
融资业务。

前4月

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增长14.4%

广东东莞坚持制造业当家，构建
起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涵盖 34 个
工业大类和6万多种产品的现代产业
体系，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图为工作人员在 OPPO 广东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徐嘉懿摄

福建是海洋大省，
海域面积 13.6万平方公
里，有大小海湾 125 个、
海岛2200多个。多年来，
福建省聚焦“海上粮仓”
建设，推动水产种业振
兴，转型升级渔业设施，
建 设 现 代 化“ 海 上 牧
场”。目前，福建践行大
食物观取得显著成效，
全 省 水 产 养 殖 快 速 发
展，水产品育苗覆盖鱼、
虾、贝等 120 多个品种，
2023年水产品人均占有
量200余公斤，居全国第
一。图为福建霞浦海上
养殖区。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海上粮仓”“海上粮仓”

近年来，湖北省襄阳市加快推进襄阳古城保护与利用，统筹推进
古城墙保护修复、风貌整治提升、古城功能人口疏解、综合开发利用
等工作，激活古城旅游新活力，推动当地从旅游过境地向旅游目的地
转变。图为5月20日，游客在襄阳古城管家巷选购扇子。

杨 东摄 （人民视觉）

海南大叶茶证实为山茶属新物种

6方面新举措出台

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

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依托本地花卉产业资源优势，大力推动电商
助农直播带货，打造线上“共富花市”，带动当地花农就业增收。如
今，当地的鲜花乘着网络直播的东风销往上海、江苏等多个省市。图
为日前在新仓镇杉青港村爱生活园艺电商基地，花农和志愿者在直播
销售花卉。 夏思悦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兰州 5 月 21 日电
（记者张玉洁） 甘肃省政府新闻办
21 日召开发布会称，兰州市积极
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今年已
完成农村产权交易额 2 亿元，交
易项目 400 余宗，流转土地面积
近20万亩。

兰州市副市长张炳智介绍，兰
州市是甘肃省唯一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规范化国家级整市试点。兰州市
在深化确权、提升赋权的基础上，有
序实现活权，以开展农村产权交易

试点为契机，健全市、县、乡、村四级
联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
系，推动交易市场规范化发展。

兰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天泉
介绍，兰州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四荒”地经营权、农村集体
经营性资产等8大类17个品种全部
纳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目录，通过
产权交易平台，将农村的“死”资
源变成“活”资本，释放农村产权
的价值，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动能。

甘肃兰州积极推进农村产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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