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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申铖 邹多为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基本稳定，
开局总体平稳。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复杂因素，
发展态势备受关注。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加大宏
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
的财政政策如何“出招”？效果如何？基层财政运行
是否平稳？针对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财政部副部长
许宏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快实施
4月留抵退税已超6000亿元

问：今年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目
前实施情况如何？

答：退税减税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关键性举
措，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出台20多项税费支持政
策。主要包括：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有关行业
存量留抵税额全额退还。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减免幅度、
扩大适用范围。出台支持特殊困难行业纾困发展的
税收政策等。

目前，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正在加快实施。
一是留抵退税加快推进。各级财政和税务部门

密切配合，加快留抵退税办理进度。从4月1日开始
办理微型企业存量和其他行业增量留抵退税以来，截
至4月28日已办理退税6256亿元。5月会提前退还
小型和中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此后还将加快大型企
业退税进度。

二是其他税费支持政策有序实施。除今年新出
台的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外，此前出台实施的留抵退
税政策也在正常办理并加快进度。同时，进一步加大
制造业、小微企业优惠力度的政策均已出台，正在有
序实施中；暂停航空和铁路运输企业预缴增值税、对
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等政策也已出台，正在加紧实施。

三是退税减税降费所需资金保障到位。中央财
政专门安排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
移支付1.2万亿元，其中列入2022年预算的8000亿
元已全部下达地方，并同步加大库款调拨力度。截至
4月底，地方经备案审核，已将补助基层的资金全部下
达市县。目前看，地方库款余额充足，能够有效保障
退税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靠前发力
财政支出加力加速

问：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多点散发等突发因素，财
政支出强度和进度如何？重点投向哪些领域？

答：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保持适当支出强度，
加快支出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
支出保障力度，体现了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的要求。

支出进度进一步加快。截至4月中旬，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7.24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为预算的
27.1%，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科技攻关、现代农业、卫生健康和教育等民生领
域及区域重大战略的支出得到有力保障。截至4月
中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20.5%、农林水支出增长10.4%、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8%、教育支出增长7.8%。

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专项债支出明显快于上
年。今年一季度新增专项债券安排支出8528亿元，
同比增加8121亿元。

直达机制作用进一步发挥。今年纳入直达范围
的资金总量约4万亿元。截至4月中旬，中央财政已
下达直达资金近3.7万亿元，占比超过九成，具备条件
的资金已全部下达；各地安排29万余个项目，形成支
出约1.2万亿元。

多措并举
确保政策落实和基层“三保”

问：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平衡承
压。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是
否面临挑战？

答：基层“三保”始终是预算安排和保障的重中之
重。今年，退税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收入有一定影
响。总体看，基层财力水平有所提高，“三保”支出得
到有效保障，各项惠企利民政策正在落地。

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和基层“三保”，财政部会同地
方开展了多项工作。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规模近9.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8%，积极向中西
部地区和基层倾斜。通过实施转移支付等措施，今年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比上年增长8.9%，为基层

“三保”提供财力支撑。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中央财政在安排一般性转

移支付时，将推动和促进财力下沉等作为政策目标，
对加强“三保”保障、提高县级财力水平和均衡度成效

明显的地区予以奖励。
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压实地方各级政府责任，

督促地方加强预算管理。各级财政都要坚持“三保”
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切实采取措施确保各
项民生政策落实，确保教师等重点群体工资、养老金
等按时发放。县级财政要确保“三保”预算逐项足额
编列；省级财政抓好县级“三保”预算编制的审核。

此外，探索建立地方财政运行监测机制。对地方
“三保”预算安排和执行情况、影响“三保”执行的相关
因素动态变化等开展监测和预警。省级财政、财政部
监管局和财政部各有监测重点，做到无死角、不遗
漏。发现风险，及时整改处置。

更好发挥专项债券扩投资、
稳增长的积极作用

问：专项债是今年财政政策的重要发力点，发行
使用情况如何？下一步如何更好发挥专项债的效能？

答：专项债是政府拉动投资、推动构建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的重要工具。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3.65万亿元，各地行动迅速，充分发挥专项债扩大投
资、稳定增长的积极作用。

额度下达早。去年12月，财政部已提前下达今
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1.46万亿元。今年3月又将剩
余额度下达各地，在时间上比去年大幅提前。

发行节奏紧。截至4月25日，各省份累计发行专
项债券约1.3万亿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89%，较去年
同期增加了约1.17万亿元。预计各地二季度完成大
部分新增专项债券的发行工作，并于三季度完成扫
尾。

拨付使用快。3月底，各级财政部门已累计向项
目单位拨付债券资金8528亿元，占已发行新增专项
债券的68%。后续发行的债券，也会按照“资金跟着
项目走”的要求，加紧拨付和使用，尽早发挥效益。财
政部会加强指导督促。

此外，在国债市场方面，相较于近期全球国债市
场波动加大，我国国债市场运行较为平稳。究其原
因，主要是今年以来我国CPI涨幅较为温和，有利于
国债收益率稳定；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为国
债收益率平稳创造了较好的环境。此外，我国国债投
资者结构也较为稳健。

国债市场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保持稳定，体
现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信心。我国经
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活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
改变。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加力纾困解难，着力稳住经济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详解积极的财政政策

关注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记者 王
艳刚 郭沛然）5月2日举行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庞星火介绍，5月1日15时至2
日15时，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者50例，其中确诊病例41例、
无症状感染者9例。北京3地由中风
险地区升级为高风险地区。

在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中，管控人员45例、社区筛查5例。其中
房山区17例、朝阳区13例、海淀区7例、
丰台区6例、通州区4例、石景山区3例。

庞星火介绍，按照《北京市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北京市即日起
将朝阳区建外街道北郎东社区、劲松街
道农光东里社区，房山区窦店镇一街村
由中风险地区升级为高风险地区。

庞星火表示，北京市疾控中心对4
月22日以来引发续发感染者较多的病
例分析发现如下特点：一是在传染期
有多人聚餐行为，引发聚集性疫情；二
是未接种疫苗，感染风险增加；三是活
动范围较广，导致疫情多点散发。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
蓓蓓表示，5月1日朝阳区域核酸筛查
共采样3787735人。初筛7管混采阳
性，其中临时管控区筛查出4管“五混
一”阳性；社会面筛查出3管“十混一”
阳性。朝阳区立即落位管控、复核转
运，开展流调溯源等工作。

北京市房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
明智介绍，房山区新增17例确诊病例。
其中7例为集中和居家隔离人员，8例为
管控人员，2例为社会面筛查发现人员。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
昂表示，为快速阻断病毒传播，遏制疫
情扩散蔓延，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部署，定于5月3日、4日、5
日，除5个生态涵养区外的平原地区，
包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
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经开
区12区，连续开展三轮区域核酸筛查。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杜鑫表
示，5月3日起北京市新冠病毒核酸单
样本检测价格由每次24.9 元降低至
19.7元，混合检测价格同步由每样本
5.9元降低至3.4元。

北京12区将连续开展
三轮区域核酸筛查

5月2日，工作人员在合肥南站验
证出站旅客身份证信息并检验行程码。

“五一”假期期间，作为华东地区
重要交通枢纽的合肥南站，许多防疫

工作人员坚守在消杀、出站核酸检测、
移动方舱PCR实验室等一线岗位，做
好疫情防控，保障市民假期顺利出行。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假期防疫不放松假期防疫不放松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