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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增速明显好于去年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猛。
据统计，公共财政收入从2002年不足2万
亿元，到 2011年超过 10万亿元，2013年
达到近13万亿元。

从去年开始，情况发生变化。财政部
部长楼继伟称，前几年财政收入增速大幅
高于GDP，主要是因为经济过热使得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超过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的增长。但从去年开始，
PPI 环比负增长，今年前两个月增长也为
负，不大可能再现财政收入增速大幅高于
GDP的现象，未来财政收入并不乐观。

财政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
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好于去年同期 6.6%的
增幅。从 1—5 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
61177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中央
财政收入28851亿元，同比增长6.3%，比
预算增幅低 0.7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

（本级） 32326亿元，同比增长11.2%，多
数地区收入增幅回落。

财政部指出，前 5 个月财政收入增
长，与今年以来经济增长态势基本适
应。“从今年前 5 个月情况看，全国财政
收入增长总体平稳，这与我国今年以来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相适应的。”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

值得关注的是，在财政支出方面，今年
前4个月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低于中央财政
本级支出增速，而5月份财政支出增幅明显
提高。业内人士分析，这与中央要求各地发
挥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关。

楼市降温影响财政收入

与 4 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9.2％相
比，5 月份财政收入增长 7.2%，出现下
滑。财政部解释说，收入增幅回落主要
受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存在、房地产
成交量下滑以及去年收入基数逐步提高
等因素影响。

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三个因素
中，房地产成交量下滑排在第二位。申
银万国证券的报告称，排在第一位的是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这是总的形势分
析，而房地产业成为被点明影响财政收
入增速的唯一一个具体产业。

随着近期商品房销售额增幅回落，
房地产相关税收增幅随之回落。据财政
部统计，5 月份房地产企业所得税 531 亿
元，继4月份首降后再次下滑2.5%；房地
产营业税 443 亿元，增速虽然转负为正，
但也只实现0.1%的微增长。

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税种也受到影响。
统计显示，5月份，受商品房成交量下滑影
响，契税337亿元，同比增长7%；土地增值
税 335 亿元，同比增长 21.4%；城镇土地使
用税143亿元，同比增长5.8%，均现回落。

“客观地讲，仅从房地产业直接关联
的税收领域来看，房地产业对全国财政
收入的影响或许不是很大。但是考虑到
上述两种税之外的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的
税种，以及地方相关的各种非税收入，
那房地产行业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能是
比较明显的。”专家宋晓亮指出。

完成预期目标问题不大

从目前经济运行情况看，未来财政
收入减收和增收的因素并存，财政收入

将呈现稳中趋缓的态势。财政部分析
说，从后几个月走势看，受经济下行压
力仍然存在、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以及
去年5月份以后收入基数逐步提高等因素
影响，财政收入增幅仍有回落压力。

对于增收因素，业内人士分析，随
着经济结构调整效果逐步显现，一些行
业和产品开始从市场低迷中走出来，电
力、汽车、化工产品等行业企业所得税
出现较快增长，并带动工业企业所得税
增幅有所回升。

最近，一些经济指标出现向好，这
为财政收入增收打下良好基础。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 （PPI） 从 4 月份开始环比和同比
降幅有所收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 （PMI） 也显示，需求端和生产端双双
回暖，共同推动PMI连升3个月。这些积
极因素将有利于增加税收。

整体来看，全年财政收入完成预期
目标问题不大。“前 5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
运行平稳，8.8%的增幅高出全年财政收
入增长8%的目标，而且明显好于去年前5
个月 6.6%的增幅，完成全年预算目标问
题不大。”白景明认为。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往昔财政收入突飞猛进

的时光渐渐远去，收入增速放缓正成为常态。据财政

部统计，今年前5个月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好于去年同

期。专家预计，尽管未来几个月财政收入增幅仍有回

落压力，但完成全年预算目标问题不大。

财政收入有望实现全年目标

财政收入有望实现全年目标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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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呈增速呈稳中趋缓
稳中趋缓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高敬、刘铮） 国家统计局 13日发布数
据，今年1至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307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7％，增
速比1至4月份回落1.7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前 5 个月全国住宅投
资21043亿元，增长14.6％，增速回落
2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
为 68.5％。1至 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
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586081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12％，增速比1至4月份
回落0.8个百分点。

从商品房销售情况看，前 5 个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36070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7.8％，降幅比 1 至 4 月份扩
大 0.9个百分点。截至 5月末，全国商
品房待售面积53402万平方米，比4月
末增加750万平方米。

6月13日，65名两岸西式面点师、咖啡师
在福建厦门一决高下。这项比赛是厦门市第20
届职工技术比赛活动之一，旨在为两岸业者提
供相互交流、展示特色和风采的机会。图为台
湾咖啡师在比赛现场进行咖啡制作表演。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据新华社厦门6月13日电 （记者
涂洪长）“第六届海峡论坛·两岸特色乡
镇农业产业对接交流会”14日将在福建
厦门拉开帷幕，记者从活动主办方之一
福建省农业厅了解到，闽台农业合作从
上世纪 90 年代起步以来取得一系列重
要成果，闽台农业合作交流正呈现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

据福建省农业厅统计，截至目前，
福建全省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 2490
个，合同利用台资34.1亿美元，农业利
用台资居大陆首位。台湾农民创业园园
区规划面积 266 万亩，有 518 家台资农
业企业、1300 多位台商入园创业，引
进台资 9.2亿美元，2013年涉台农业产
值达 70 亿元人民币，涉及花卉、果
蔬、茶叶、苗木、渔业和农产品加工及
休闲农业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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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月 1 日起，广西将对列车运行方案进
行调整。调整后，将首次开通南宁至北京的直
通动车。届时，南宁到北京的列车运行时间，将
由目前的27小时左右，缩短为约13个半小时。
图为一列高速动车组列车在柳（州）南（宁）铁
路线上行驶。 胡 雁摄 （新华社发）

南宁坐动车进京13.5小时南宁坐动车进京南宁坐动车进京1313..55小时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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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职工同台精彩竞技两岸职工同台精彩竞技两岸职工同台精彩竞技

近来，大盘在2000点上方振幅收窄，上下
两难的局面依然没有打开，而利好和利空的不
断交织正在影响A股市场的走向。证监会日前
核发 10 家企业新股发行批文，标志着 IPO 暂
停数月之后正式重启；而央行9日宣布扩大定
向降准的范围，成为次日股市反弹的催化剂。
专家表示，随着“稳增长”措施不断发力，市场
政策环境逐步改善，股市在2000点站稳后，再
次上涨的机会将大于下跌的风险。

上下两难局面难破解

5 月份以来，一系列宏观环境的改善使
得 A 股市场上看好后市的声音不断增强。在
经历了几个月的起伏之后，大盘终结了此前
月线的两连阴，并在 2000 点上方再度企稳。
不过，从 5 月份下旬至今，随着大盘振幅不
断收窄，市场多空双方的博弈依然难分胜负。

“5 月份出现上下仅 70 点的振幅较为罕
见。”在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总监桂浩明
看来，这首先说明 A 股市场中的多空双方处
于僵局，谁也不具备压倒性优势，使得大盘
难上难下，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做窄幅
拉锯；其次还表明，相当数量的股票在运行
中十分缺乏弹性。此外，还反映出市场明显
缺乏深度。

“目前股市所处点位，仍属宏观基本面的
具体反映。”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如此熊市大底
部，下有跌无可跌的大盘权重股支撑着，上
有房地产泡沫及工业产能过剩的双重风险压

制着。这就是目前 A 股市场所处的“上不
能、下不得”的胶着状态。

IPO开闸不应恐慌

然而，随着新股发行的闸门再度打开，
IPO 重启这只“靴子”的落地，是否会打破
当前僵局，再次造成市场的恐慌呢？

“在今年1月份IPO重启后不久，监管层
因担心股市下跌而再次关闭了一级市场，对
于时隔4个月后即将再次开闸的IPO，其实市
场已有了一种较为强烈的期待或预期。”董登
新表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投资者偏好炒
小、炒新的固有习惯，更因为实体经济与科
技 创 新 需 要 IPO，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也 需 要
IPO，总是一味关闭着一级市场是消极被动
的，也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尽管IPO带来的扩容压力确实会
给市场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投资者更应理性看
待新股启动，无须过分恐慌。证监会此前已经
明确表示下半年新股发行节奏将控制在100家
左右，并按月大体均衡发行上市，强调要统筹
好注册制改革的力度和市场的可承受能力，这
无疑是给投资者吃了颗定心丸。

董登新强调，在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
向下，监管层不应该调节股市涨跌，更不应
该人为控制 IPO 节奏。因为股市涨跌应该是
由投资者最终决定的，而 IPO 节奏则应该是
由发行人与市场博弈而自动生成的，项目融
资时间选择与商机把握是由企业说了算，而
不应该由监管层做主或控制。这也是 IPO 核

准制走向注册制的客观要求。因此，更应该
用一种积极健康的态度来看待IPO。

政策利好有望上台阶

然而，就在证监会核准10家企业IPO的同
一天，央行宣布再次定向降准。这个“巧
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悲观情
绪，大盘随即在6月10日以上涨1%做出反应。

在董登新看来，此次定向降准与 IPO 重
启发生在同一天只是巧合，应该不存在刻意
安排。此次央行定向降准是在“保持定力”
的前提下，为盘活信贷存量、优化信贷结构
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但其本意绝不是为了
给市场“放水”，更不是为了扩张货币政策。
因此，央行定向降准对股市的影响是中性的。

“新股发行是既定的，而央行定向降准也
早已明确，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反映出市
场政策环境在逐步改善。”桂浩明表示。

随着大盘在2000点获得支撑变得日益明
朗，股市的机会将大于风险。“股指在 2000
点偏上位置上已经整理了很长时间，在市场
氛围得到改善的背景下，应该能够上一个台
阶，也就是说，后市有望展开反弹。”桂浩明
表示，由于实体经济好转还需要时间来检
验，股市供求关系的缓
和也需要一个过程，因
此，即使大盘现在有所
反 弹 ， 空 间 也 不 会 很
大，仍难以突破原来的
箱体整理框架。

窄幅拉锯“且行且等待” 政策环境逐步在改善

股市目前点位机会大于风险
本报记者 周小苑

窄幅拉锯“且行且等待” 政策环境逐步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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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疆乌鲁木齐市地
铁一号线三屯碑地铁车站雏形
已经形成，地铁一号线进入实
质性的施工阶段，工程建设稳
步推进。

乌鲁木齐地铁一号线设站
21 座，全长 27.6 公里。投资
179.1 亿元，预计 2019 年投入
运营。图为地铁一号线三屯碑
地铁车站施工现场。

张秀科摄 （人民图片）

乌鲁木齐：地铁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地铁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地铁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化解产能过剩最好做加法

实际上，从总量的角度看，化解产能过剩的
最好办法是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即通过增加
名义总需求，把过剩的产能利用起来，这样不仅
可避免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可大幅改善就
业，提高经济增速。至于部分行业的高污染、高
能耗问题，解决之道则是综合运用财政、税收、
价格甚至行政、刑事等手段，通过提高污染和能
耗的对价予以解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范建军表示。

●外贸应向产业链上游“攀升”

展望未来，中国不应该把焦点过度集中于保
外贸增长上，而应该着眼于中长期的产业升级和
贸易升级。未来 10年全球产业竞争归根结底将是
价值链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
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中国需要
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
工水平。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
认为。

●房地产市场调整勿大起大落

今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之年，但调整
应是窄幅波动，而不是大起大落。政府今年还将
坚持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的政策，让真实的自住
购房需求得以实现。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认为。
（房梦一 宦 佳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