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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民生投入今年力度还会加大
本报记者 罗 兰

面对经济下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表示，

2015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快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强化风险防控。他强调，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

压，确保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支出。

减免税两年少收3万亿

财政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整的一
种重要手段。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中国从 2009 年开始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一方面，政府通过减税、扩大赤
字等方式助力经济；另一方面，财政收
入近几年从过去的高速增长滑向中低速。

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11 月，我国
财政收入实现 1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今年预算安排是全年财政收入实
现 1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相比往年
经济增长10%以上、财政收入增长20%的
态势而言，这一增速已放缓很多。

另有统计显示，2010 年和 2011 年全
国因减免税减少财政收入 1.63 万亿元和
1.51万亿元，两年间财政收入减少超3万
亿元。

当前财政收入的新常态被概括为
“收入中低速增长，支出刚性增长，对财
政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3个特征。楼
继伟表示，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
低速增长，要克服速度情结，实事求是
地看待收入增速变化，防止竭泽而渔，
坚决防止和纠正财政“空转”行为，促
进财政与经济良性互动、健康发展；财
政支出刚性增长，要科学界定财政作用
边界，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地保障和改
善民生，主动花钱买机制，创新投入方

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政策
可持续。

财政调控力促经济稳增

经济低迷时，政府一般会采用扩张
性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给企业减税减
费、扩大财政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等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2014 年积极财政政策密集出台，比
如多次出台清理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
减免政府性基金，针对小微企业的税费
减免，促进出口、鼓励就业创业等税费
优惠政策等。目前来看，财政调控成效
明显。财政部指出，在支持扩大投资需
求，保障重点项目资金投入，发挥政府
投资的引导作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继续实施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
策；推动外贸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稳定
增长；通过财政政策的精准调控优势，
较好地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升级。

进入 2015 年，经济发展需要更加有
力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日 发 布 的 《中 国 宏 观 经 济 运 行 报 告

（2014~2015）》 预测，2015 年中国预计
经济增长 7.0%左右。在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的情况下，2015 年需要实施更加积极
有效的财政政策。

该 《报告》 建议，适当扩大财政赤

字。同时，在促进经济向“目标新常
态”转型方面，要做到优化收入和支出
结构。在收入方面，包括清费立税，扩
大政府收入的常规性；调整税制结构，
增加直接税比重。在财政支出面上，做
到财政统筹、稳定规模与调整结构并
重；稳定税负、定向减税和调整支出结
构，向科技创新和民生领域倾斜。

明年着力点在转方式

楼继伟提出，2015 年积极财政政策
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正确把
握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加强政策
预调微调，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
拉动增长。在部署 2015 年财政工作重点
时，楼继伟强调首要就是认真落实积极
财政政策各项措施。他还强调，要确保
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支出。

据了解，2015 年，财政部要完善的
各项改革任务包括简政放权、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预决算公开范
围扩大、推进中期财政规
划、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加强
地方债管理。另外在税制
改革方面，继续推动营改
增、消费税、资源税、个
人所得税等改革。此外，
财政部还会加快制定非税

收入征收管理办法。深入研究推进财政
体制改革。扎实做好推进政府购买服
务、支持国企国资改革等其他重要改革
工作。

业内人士预计，2015 年积极财政政
策包括以营改增为重点的减税会扩围到
全行业；清理取消部分行政性事业收费
仍会继续；针对小微企业的税费减免可
能会继续出台。有专家指出，财政支出
将继续用在民生、经济发展薄弱和重点
领域上，投资主要在交通、水利、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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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慈溪一家大型奶牛养殖基地为保证
牛奶的无菌纯正，采取全封闭养殖措施，奶
牛食用牧草均来自黑龙江、内蒙古等环境良
好地带，为当地畜牧养殖提供了保障。

胡学军 胡兰珍摄 （人民图片）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刘铮、
侯雪静） 中国银联 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 年元旦当日银联卡跨行交易总笔数和
总金额分别为 7884 万笔和 1037 亿元，不仅
刷新了历年元旦银联卡消费纪录，交易笔数
更是创下银联卡有史以来单日交易最高峰。

中国银联数据分析师陈汉分析说，2015
年元旦3天小长假百姓消费活跃，其中餐饮、
购物类交易笔数同比增幅均超过45％，成为
拉动新年消费“开门红”的主力。

境外持卡消费快速增长。元旦 3 天假
期，银联卡境外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38％，
交易笔数同比增长79％。

甘肃风电并网破千万千瓦

据新华社兰州1月 4日电 （记者连振
祥） 甘肃省电力公司 1 月 4 日的统计显示，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甘肃电网风电并网
首次突破1000万千瓦。

装机快而并网慢一直是制约甘肃新能
源发展的瓶颈。2014 年以来，面对新能源
快速大规模增长的态势，甘肃省电力公司
多措并举，为新能源及时接入电网提供保
障。据介绍，甘肃电网先后完成酒泉风电
基地二期300万和武威民勤红沙岗百万风电
基地、敦煌光伏产业园区光伏集中上网点
配套电网工程建设，确保了配套电网工程
与电源项目同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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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银联卡消费创新高元旦银联卡消费创新高

随着兰新高铁的全线开通，游客有机会在
小长假出远门“丝路游”，欣赏兰新高铁沿线雪
域高原祁连山脉和草场、大漠、戈壁等多样化
地形地貌。兰新高铁元旦小长假期间，日均发
送旅客超过1万人次。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

兰新高铁催热兰新高铁催热““丝路游丝路游”” 北草南输助力畜牧养殖北草南输助力畜牧养殖

●人民币不会发生“贬值风暴”

人民币不会发生像卢布那样大幅、持续的
贬值。一是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中高速增长；
二是外汇储备总量大，政府干预能力强；三是
我国国际收支向平衡靠拢，资本流动以流入为
主，短期内国际收支很难逆差；四是从人民币
国际化角度看，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有较大需
求，容易推升人民币升值；五是国内外利差较
大，中国利率水平高容易推升货币走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当前仍警惕风险“大锅饭”

当前利益“大锅饭”已不存在，但仍存在
风险“大锅饭”。企业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
银行的风险可以转嫁给政府，下一级政府的风
险可以转嫁给上一级政府，上一届政府的风险
可以转嫁给下一届政府。风险“大锅饭”涉及
体制改革，需要划清风险责任。在任何主体借
债时，均要明确风险自担。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
为。

●知识产权应提高其运用绩效

知识产权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和纽带作
用，未来要提高其运用绩效，需要知识产权
工作从简单化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张向实
质性的转化运用、提质增效转变，从
政府外部推动向市场内部驱动升级。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常务副院长许春明认为。

（宦 佳辑）

错位竞争服务小企业 由东向中西北部推进

民营银行试点有望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再扩容
本报记者 周小苑

近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宣布其官网正式上线，这是在去年5

家民营银行先后获得银监会批复后，首个实现落地的民营银行。

银监会表示，今年将继续支持民间资本多渠道进入各类银行机

构，扩大民营银行试点范围，加快出台民营银行发展指导意见，

完善民营银行持续监管框架。

首家互联网银行上线

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步伐在
2014 年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来
自东部地区的5家民营银行率先获得
营业牌照。民营银行从试点方案的
亮相到落地，其推进速度可谓迅
猛。2014年3月，国务院批准5个民
营银行试点方案。7月份，银监会首
先批准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和天津
金城银行等3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随后又在
9 月份批准成立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
至此，首批试点的 5 家民营银行已全部获准筹
建，由此拉开了民营银行落地生根的序幕。

相比于传统银行，民营银行力图在差异化经
营、错位竞争、专注服务小微企业等方面打造自
己的品牌。此次率先宣布官网上线的深圳前海微
众银行将自身定位为“网络银行”，创新“个存
小贷”特色业务，为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客户
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此外，由腾讯作为第一大股
东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还将充分利用腾讯的用户
和数据优势，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大数据平台运
营模式。

“银行业一直以来都受到严格管制，向民营
资本开放可以说是我国银行体系改革中一个较大
动作。”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何自云对本报记者表
示，互联网金融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对银行业已经
产生很大的促进。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来看，其
发展模式不是从网点、人力资源等方面去拓展规
模，而是完全通过互联网来发展客户群。不过，
作为中小银行的民营银行要发展更大规模仍有不
少困难，银行是规模经营效益非常明显的行业，

在达到规模效益之前的时期，日子还是比较难熬
的。

民营银行盯紧小微企业

在民营银行快速落地的同时，近年来我国民
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步伐也不断加快。统计数据
显示，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的民间资本占比
分别由 2002 年的 11%和 19%提高到 2013 年末的
45%和 56%。截至 2014 年 9 月末，在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股权结构中，民间资本占比达 89.9%；在
村镇银行股权结构中，民间资本占 72.3%，民间
资本基本实现了投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种类全覆
盖和投资地域无限制。

据悉，监管部门下一步将重点考虑东北、中
西部等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
加快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民营
银行。对此，何自云认为，扩容民营银行的数量
并不是根本目的，当前需要的是开创一个向小微
企业贷款倾斜的新金融体系，未来民营银行在这
方面能否有很大作为还是需要观察的。

事实上，在当前传统银行业难以解决小微企
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贷款贵的背景下，业界对

民营银行所发挥的“鲶鱼效应”报以
很大期待。

防风险健全监管体系

尽管民营银行今后将迎来快速发
展阶段，但仍将面临创新业务模式是
否符合当前监管要求等诸多挑战。尤
其是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将不会设立物
理网点和柜台，所有吸纳客户、风险控

制、业务服务等都将在线上完成的这种经营模式，
如何规避经营风险，如何保证储户存款安全，都成
为摆在监管部门和民营银行面前的重要考验。

央行科技司司长王永红曾表示，网络银行是
金融与科技融合、创新的产物，其物理布局、运
营方式、风险表现、发展思路都和实体银行存在
差异，要修订现有监管规则，建立新型监管模
式；在传统的资本充足率、拨备、杠杆率、流动
性指标的基础上，必须补充“网络银行影响力与
风险度”指标，包括覆盖面、交易规模、服务能
力、赔付规模等。

事实上，管理层已经开始着手完善银行业的
各项制度。去年11月底，国务院发布《存款保险
条例 （征求意见稿）》，明确存款保险实行限额
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

未来，管理层将继续为民营银行创造更好的
发展环境和监管制度。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4 日
视察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时
表示：“你们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政府要创造条
件，给你们一个便利的环
境、温暖的春天。”

新年伊始，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华臣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草莓种植基地内200多亩反季节草莓陆续成熟。农民们
忙着采摘草莓，供应节日市场。 李宗宪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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