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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经济参
考报》7 月 20 日刊发文章《重点支出有

“力度”减税降费显“温度”——透视上
半年财政账本》。文章称，19日公布的
上半年财政账本显示，上半年财政收入
119203 亿元，同比增长 13.3%。除经济
恢复性增长带动外，主要受去年同期退
税较多、基数较低影响，财政收入增幅
较高。上半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3.9%，基本民生、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
略、教育、科技攻关等重点支出得到有
力保障。

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加力
提效，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节奏，积
极谋划针对性强、务实管用的税费优惠
政策，着力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推动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受去年低基数影响 财政收入增幅较高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9203 亿元，同比增长 13.3%。财政部
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乾在发布会
上介绍，财政收入增幅较高，除经济恢
复性增长带动外，主要是去年 4月份开
始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集
中退税较多，拉低基数，今年相关退税
恢复常态，上半年同比少退 15236 亿
元。受此影响，税收收入特别是国内增
值税大幅增长，相应拉高财政收入增
幅。

从税收收入看，上半年，全国税收
收入 99661 亿元，同比增长 16.5%。其
中，国内增值税增长 96%，主要是去年
同期退税较多、基数较低。国内消费税
下降13.4%，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下
降 9.5%，主要是 2021 年末部分收入在

去年一季度入库，抬高基数，今年一季
度国内消费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
税分别下降 22.2%、14.4%，二季度国内
消费税转为正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
消费税降幅也明显收窄。

“从后期收入走势看，我国经济运
行整体回升向好将为财政收入增长提
供重要支撑。但随着去年下半年留抵
退税逐步恢复常态，今年下半年留抵退
税同比少退的不可比因素会逐步消退，
月度财政收入增幅将相应有所回落，总
体会与经济税源增长相适应。”薛虓乾
说。

财政支出保持必要强度 加大基层
“三保”保障

从支出来看，上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33893 亿元，同比增长
3.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
出 16666 亿元，同比增长 6.6%；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117227亿元，同比增长
3.5%。

具体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
长 7.9%；教育支出增长 5%；卫生健康支
出增长 6.9%；农林水支出增长 3.7%；科
学技术支出增长2.5%；住房保障支出增
长8.5%。

薛虓乾表示，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保持必要支出强度，持续
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
领域的投入。

其中，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方面，
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
10.06 万亿元，剔除支持基层落实减税
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后增
长 7.9%。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23649

亿元，增长10.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奖补资金 4107亿元，增长 8.7%，持续
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截至 6月底，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 91.1%，具
备条件的均已下达完毕，为地方做好基
层“三保”工作提供有力财力保障。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李大伟表示，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继续把“三保”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压实地方各级财政部门
的保障责任，引导地方将财力下沉基
层。

加力提效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下一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加

力提效，着力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推
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专项债券是当前地方政府带动扩
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手段。去年 10月提
前下达 2023 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2.19
万亿元，人代会批准预算后下达1.51万
亿元。上半年，各地发行用于项目建设
的专项债券 21721亿元，支持地方建设
实施一大批惠民生、补短板、强弱项的
项目。

“上半年累计支持专项债券项目近2
万个，优先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
建设。其中，用于市政建设和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7275亿元、交通基础设施4211亿
元、社会事业3588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
3267亿元，对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伟
说。上半年，各地用作项目资本金约
2000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领
域，近一半用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有效
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李大伟指出，下一步，将继续对各

地专项债券支出进度进行通报预警，指
导地方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节奏，积
极发挥专项债券在拉动有效投资中的
积极作用，以稳投资带动稳就业、稳增
长，更好发挥专项债券的效能。

此外，今年以来，财政部会同有关
部门推动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增强政策
精准性针对性，着力纾解企业困难，提
升政策效能。包括将符合条件行业企
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 75%
提高至 100%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
长期实施；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
率降至 1%，对月销售额 10万元及以下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生产、生
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分别实施5%、10%增
值税加计抵减等。

“我们公司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不
低 于 300 万 ，研 发 人 员 占 员 工 总 数
19.48%，这也导致我们资金压力较大。
今年以来，公司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227.34万元，帮助我们解绑了不少流动
资金。”江西省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江西德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根
福表示，目前，高新收入占公司总收入
85%，未来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致力于
新产品研发，走稳创新发展之路。

“推动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
落实到位，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市场反
响良好。”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魏岩说，
下一步，在落实好今年已出台的多项政
策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变化，加强政策
储备，积极谋划针对性强、务实管用的
税费优惠政策，着力为经营主体纾困解
难，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重点支出有“力度”减税降费显“温度”
——透视上半年财政账本

“不喊号子不拉纤，卷起袖子一边
看。”时下，部分党员、干部在推动工作
时“不愿说”“不会说”“不敢说”，遇到问
题绕着走、碰到难题往后拖，引起群众
不满。正值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之际，要着力破解“为官不言”等
现象背后的真问题，切实推动全党积极
担当作为，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不愿说”背后，往往是懒政怠政思
想作祟。少数党员、干部信奉“沉默是
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热衷当“太
平官”，不想干事、不愿担责，在开展工
作时不愿提出建设性意见，时常推诿拖
延，或是为了不出事宁愿不揽事，“揣着
明白装糊涂”，明哲保身、得过且过。这
次主题教育，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突出问题导向，打扫政治灰尘，纠正
行为偏差，解决好推、拖、绕以及庸、懒、
慢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不会说”背后，往往是做群众工作
本领匮乏。有的党员、干部存在长时间
疏远群众、脱离群众问题，“跑上面多、
跑基层少、与群众远”。在基层一线直
接面对群众时，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
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当
前，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群众诉求
更加多样、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这
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切实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
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
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服
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不敢说”背后，往往是缺乏担当精

神。一些党员、干部在开展工作时回避
矛盾，不敢动真碰硬，有风险的不敢干、
有难度的不愿干、没先例的不肯干，在
发表意见时含含糊糊、不敢表态，在承
担工作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无论是“不愿说”还是“不会说”抑
或“不敢说”，这样的“为官不言”都不是
好作风。类似问题尽管只存在于少数
党员、干部身上，但任其发展，就会损害
党的形象、贻误党的事业，必须认真加
以解决。

破解好“为官不言”作风背后的真
问题，需要对症下药、综合施治，让广大
党员、干部在主题教育中真正学思想、
见行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
业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提振锐意
进取、担当有为的精气神。

与此同时，也应采取有效措施，着
力消除影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消极
因素，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
干事者撑腰，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
蔚然成风。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广大党员、
干部要贯彻好这次主题教育“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
要求，不断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
和力量，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
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断提高
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凝心聚力促
发展，驰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作
贡献，力争创造出更多经得起历史和
人民检验的实绩。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梁建强）

“为官不言”不是个好作风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经济参
考报》7 月 20 日刊发文章《工业经济恢
复向好 新兴产业积聚动能——聚焦上
半年工业运行态势》。文章称，今年上
半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恢复
向好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8%，增速逐月回升。特别是先进制
造、绿色低碳等新产品保持高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
等“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 61.6%，数字
化车间、智能工厂等新场景、新方案、新
模式也不断涌现。

但也要看到，当前工业经济发展中
还面临需求不足、效益下滑等困难和挑
战。在 7 月 19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赵志国表示，
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紧制
定实施汽车、电子、钢铁等十个重点行
业稳增长的工作方案，努力扩大有效需
求，推动经营主体迸发更大活力，持续
发展壮大新兴产业。

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月回升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稳工业力度，

工业生产持续恢复。数据显示，上半年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增
速较一季度加快 0.8 个百分点。其中，
5、6月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3.5%、4.4%，
呈现逐月回升态势。

“随着 3月份以来一批稳经济政策
效果持续显现，各地支持制造业政策举
措出台实施，工业经济保持恢复发展势
头。”赵志国说，工业投资保持扩张，上
半年同比增长8.9%，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0.3个百分点；工业出口提质升级，新能
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

三样”出口同比增长61.6%。
从行业层面来看，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上半年在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
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达 63.4%。其
中，电气机械、汽车、铁路船舶等装备制
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5.7%、
13.1%、8.0%，均领先规上工业平均水
平。

从企业角度看，企业效益边际改
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连续3
个月收窄，利润结构不断优化，5月份装
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2%，连续两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小巨人”、专精
特新企业营业收入、利润增长均高于规
上工业企业。

“我们强化政策惠企、环境活企、服
务助企、创新强企、人才兴企，大力推动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赵志国表示，
通过深化产融合作，目前帮助中小企业
通过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融资 5100 亿
元。开展“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
动和中小企业服务月活动，前 6个月全
国各类服务机构服务企业共计700多万
家。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透过工业经济
“半年报”可以看出，今年以来随着各地
区各部门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强化助企
纾困、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我国工业经
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恢复向好态
势。

新兴产业积聚新动能
工业经济“半年报”数据中，先进制

造业、新兴产业的最新发展引人注目。
上 半 年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量 增 长

42.4%，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
突破 2000万辆；太阳能电池、工业控制
计算机及系统产量分别增长 54.5%、
34.1%；C919 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营，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顺利出坞。5G应用
加速向工业、医疗、教育、交通等重点领
域拓展深化，应用案例数累计超5万个。

“我们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新产
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产业基础
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扎
实推进，一批重要技术产品实现突破。”
赵志国说。

与此同时，智能制造深入推进，目
前各地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近
8000个，涌现出虚拟验证、共享制造等
新场景、新方案、新模式。

“今年以来，制造企业改造升级需求
不断释放，我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局长陶青说，近8000个数字化车间和智
能工厂中，209个探索了智能化升级，成
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经过转型，这些示范工厂产品研发
周期平均缩短了20.7%，生产效率平均提
升了 34.8%，产品不良品率平均下降了
27.4%，碳排放平均减少了21.2%。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工业经济总体保持恢复向好态势

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工业经济发展面
临需求不足、效益下滑等困难和挑战。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
业运行研究室主任乔宝华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
峻，全球需求萎缩加大出口下行压力，
同时内需仍有待进一步恢复，需求不足

拖累价格下行制约效益改善，经营主体
内生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记者从会上获悉，工信部将稳增长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努力扩大有效需
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

赵志国说，将加快落实促进汽车和
家居消费等政策，加紧制定实施汽车、
电子、钢铁等十个重点行业稳增长的工
作方案。深化部省战略合作，积极支持
工业大省挑大梁。聚焦链主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等重点企业，建立健全常态化
沟通交流机制、问题诉求解决闭环机
制，推动经营主体迸发更大活力。

在扩大有效需求上，将深入开展消
费品、原材料“三品”行动，组织新能源
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推动医
疗装备、通用航空、邮轮游艇等产业创
新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需求。
加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十四五”专项
规划统筹调度，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实施
专项贷款，加大制造业投资力度。

在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上，赵志国表
示，将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
动，加快发展 5G、智能网联汽车、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装备
等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高铁、电力装
备、新能源汽车、光伏、通信设备等领域
发展动能。

“从趋势上看，我国工业持续发展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乔宝华表示，随着
新一轮稳增长政策举措落实落细，促消
费政策接续发力，产融合作激发投资潜
力，新产业、“数实融合”成为增长新动
能，工业经济有望进一步实现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工业经济恢复向好 新兴产业积聚动能
——聚焦上半年工业运行态势

新华社北京7月 20日电（记者
谢希瑶）商务部 20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
合同额10917亿元，执行额740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6%和 14.7%。其中，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6300亿元，
执 行 额 4189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1%和16.1%。

从业务结构看，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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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3.8%、
13.3%和 20.0%。其中，信息技术解决
方案服务、管理咨询服务、互联网营
销推广服务等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增
速较快。

从区域布局看，上半年，全国 37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
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
增长 18.3%和 15.5%，分别占全国总额
的 92.2%和 90.9%。长三角地区承接
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

分别增长 28.8%和 17.9%，分别占全国
总额的 50.5%和 51.0%。西部地区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31.5%。

从国际市场看，上半年，承接中
国香港、美国、欧盟离岸服务外包执
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3.6%、16.4%和
14.8%，合计占我国离岸服务外包执
行额的 53.3%。承接《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离岸
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22.2%，合
计占我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25.6%。

从企业性质看，上半年，民营企
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
长 13.4%，占全国 30.1%。外商投资企
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
长19.4%，占全国45.8%。

从吸纳就业看，截至 2023年 6月
底，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
人员 1530.5万人。上半年，服务外包
产业新增从业人员33万人。

上半年我国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同比增长10.6%

新华社北京7月 20日电（记者
谢希瑶）商务部 20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6 月，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
长，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4316.1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7%（折合622.9
亿美元，同比增长14.8%）。

数据显示，1至 6月，我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 801.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3%（折合 11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4%），占同期总额的18.6%。

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 490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
新签合同额 6559.8亿元人民币，同比
下降2.3%。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777.2亿
元人民币，新签合同额3301亿元人民
币，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6.7%和50.3%。

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同比增长22.7%

新华社上海7月 20日电（记者
吴宇）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上海
海关持续加强外来入侵物种口岸防
控，对进境寄递物品实施100%机检查
验，上半年累计在旅客携带、寄递等
非贸渠道截获“异宠”14 种次、1094
只。

近日，上海海关下属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海关发现一票申报品名为“模
型玩具”的进境快件存在可疑风险，
经机检和开拆检查，发现三只活体蚂
蚁，经鉴定为黑梨牛头犬蚁。

“当时，我们在这票快件中发现 3
支透明塑料管，管内各装有一只体型
较大活体蚂蚁。每只塑料管包装精
细，均开有气孔，有棉花保湿层，很可
能被国内新潮宠物爱好者饲养，生物
安全风险很大。”浦东国际机场海关
快件监管二处相关负责人潘同庆表
示，黑梨牛头犬蚁性情凶暴，毒液毒
性强烈，对中国而言属外来物种，为
浦东国际机场海关首次查获。

上海海关动植物检疫处副处长洪
匀钦介绍，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业务
量逐年增长，少数人或出于猎奇心理，
或为牟利驱使，利用“海淘”方式购买

“异宠”，许多在自然条件下不能进行
远距离迁移的生物物种，通过邮寄、携
带等渠道非法入境，对国家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

“自开展跨境电商寄递‘异宠’
（即另类宠物）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以
来，我们筛查重点企业，聚焦重点人
员和重点地址，加强寄递渠道‘异宠’
风险分析和处置，提高布控针对性，
对进境寄递物品实施100%机检查验，
充分利用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提升
了查发效能。”洪匀钦说，“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
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未经批准，不
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寄
递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
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上海海关上半年

截获“异宠”1094只

7月20日，我国首次在四川盆地开钻万米深井——“深地川科1井”，这是
继塔里木盆地“深地塔科1井”后我国开钻的第二口万米深井。“深地川科1井”
由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主导实施，设计井深10520米。该井位于四川盆地西北
部剑阁潜伏构造，区域超深层叠置多套优质储层，成藏条件优越，一旦成功将
有望发现新的超深层天然气增储目标区。图为在四川省剑阁县拍摄的“深地
川科1井”（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萧永航 摄

我国首次在四川盆地开钻万米深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