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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
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
会上介绍了 2024 年财政运行和政策
阶段性进展情况及 2025 年财政政策，
并回应了热点问题。

2024 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发布会上介
绍，2024 年，财政部门加力落实存
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推动经济回稳向
好和社会大局稳定。

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预算执行情
况较好。收入方面，2024 年 9 月以
来，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
宏观经济回稳，财政收入增速当月实
现转正，9 月、10 月、11 月逐月向
好。支出方面，财政部门加强资源统
筹，保持支出强度，重点领域支出都
得到了较好保障。总体看，全年可以
实现收支平衡。

政策精准发力，支持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促进消费方面，在
落实好支持县域商业建设等已有扩
内需政策的基础上，2024 年下半年
专门安排了 15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
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扩
大投资方面，2024 年全年发行了 4 万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扩大了投向
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的范围；发行
了 1 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中
7000 亿元支持“两重”建设；2023
年增发的国债大部分资金在 2024 年
使用，支持加强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
防灾减灾能力。保障民生方面，继续
加大投入力度，支持中低收入和特殊
群体。培育新动能方面，大力支持科
技创新，推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平稳
转换。

更大力度支持地方政府缓释偿债
压力，增强发展动能。为支持地方化

解债务风险，财政部门制定实施了近
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揽子化债方案，合
计安排 12 万亿元政策资金。2024 年
的 2 万亿元置换额度已经全部发行完
毕。2025 年的 2 万亿元置换债券已启
动相关发行工作。廖岷表示，随着化
债工作系统性、整体性推进，地方资
金链条进一步畅通，发展动能不断增
强，实现了从以往的“防风险”向

“防风险、促发展并重”转变。

推动支持房地产政策落实

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林泽昌表示，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2024
年财政部优化住房交易契税优惠政
策，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
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
政策；税务总局优化了征管政策，将
土地增值税的预征率下限降低了 0.5
个百分点。这些政策让利于企、让惠

于民，出台后市场反应积极，核心城
市成交活跃度明显提升。

根据安排，在 2025 年新增发行
的专项债额度内，地方可根据需要统
筹安排用于土地储备和收购存量商品
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专项债项目。林
泽昌表示，该政策效果将在 2025 年
逐步释放。

“关于土地储备，支持城市政府
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有需求的地
方也可以用于新增土地储备。这项政
策将有利于改善土地的供求关系、增
强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同时有
利于补充重点领域的土地储备。”林
泽昌说，关于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
作保障性住房，近期将继续配合主管
部门，抓紧明确相关政策，政策明确
后，地方可按此推进落实。

“我们相信，随着政策持续发力和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逐步建立，房地产
市场将进一步回稳向好。”林泽昌说。

梯次拿出政策“后手”

廖岷表示，2025 年，更加积极
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力度、效
率、时机”三个方面。

在力度上，用好用足政策空间，
加强逆周期调节。提高财政赤字率，
加大支出强度。进一步增加对地方转
移支付，增强地方财力、兜牢“三
保”底线。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
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等。总之，财政政策将切实加大
力度，为稳经济保驾护航。

在效率上，大力优化支出结构，
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
加大对稳就业的支持，通过推动增加
居民收入、健全社保体系、培育新的
消费行业、改善消费条件等来支持提
振消费。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大对教育人才、科技攻关、乡村振
兴、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支持。同时，
稳步推进财政的科学管理，把每分钱
都花在刀刃上。在时机上，做到主动
靠前发力，增强政策前瞻性和针对
性。加快支出进度，尽快形成实际支
出，带动更多社会投资，让政策发挥
最大效能。此外，财政部门还将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风险，促进财政平稳运行、可
持续发展。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财政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工
具。”廖岷说，“我们将密切跟踪国际
国内形势，适时进行科学设计和动态
调 整 ， 梯 次 拿 出 我 们 的 政 策 ‘ 后
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经济护航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本报电 （孙玺） 来自河北省蔚
县农业农村局的信息显示，2024
年，超过 16 吨蔚县小米、大黄米
等小杂粮通过上海口岸，出口至美
国、韩国、新加坡、泰国、俄罗斯
等国家，为蔚县优质农产品走向国
际市场拓宽了道路。

蔚县是河北省优质杂粮生产基
地。2021 年，蔚县小米成功注册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近年来，蔚县以小米为代表的
小杂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规模优
势、区域优势明显。去年 5 月，蔚
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获批建设，
园内聚集了谷子、大豆生产经营企
业 56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2 家、
市级龙头企业 4 家，食品加工产业
实现集群化发展，优质杂粮基地所
生产出的小米、大豆等产品迎来全
新机遇。

河北蔚县小杂粮拓展国际市场

本报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
徐佩玉）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生
态环境部联合召开绿色金融服务美
丽中国建设工作推进会。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在
会上介绍，近年来，金融部门不断完
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提升绿色金
融服务质效，形成较为完备的绿色
金融体系，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当前我国进入
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

阶段，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
要求。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绿色重点
行业的分析研究，积极探索创新、不
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主动对接
美丽中国建设重点项目清单，按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提供融资融智服务。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指
出，生态环境部门要主动与金融部
门一道，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以
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支撑美丽中国
建设。

两部门联合召开工作推进会

绿 色 金 融 助 力 美 丽 中 国 建 设

本报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
欧阳洁）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我国启动实施国家全谷
物行动计划，因地制宜发展全谷物
产业，推动粮食节约减损，促进居
民营养健康消费，在更高层次、更
高水平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2035
年）》，提出到 2035 年，人民群众对
全谷物认知水平明显提高，全谷物
在居民膳食消费中的比重明显增
加；适应居民营养健康需要的优质
全谷物产品更加丰富，全谷物食品
供给和消费实现动态平衡，形成链
条完整、结构合理、供需适配、持
续升级的全谷物产业发展格局。

全谷物行动计划提升营养保障安全

本报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
王俊岭） 12 日，海关总署聚焦打
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积
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融
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等五个方面公
布出台 16 条重点措施，支持新时
代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具体来看，主要措施包括：优
化铁路快通、过境班列集拼、集散
监管模式，支持和保障鄂州花湖机
场新开和加密国际定期货运航班，
支持提升合肥国际陆港在国家集结
中心规划层级，支持郑州国际陆港
新址建设；支持中部地区大力发展

“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促进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探索将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
模式推广至铁路口岸，支持先进制

造业做大做强；支持中部地区依托
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打造承接加
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示范区，扩大

“跨境一锁”“蔬菜直供”等监管试
点；支持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与肯尼
亚内罗毕肯雅塔国际机场签署卫生
合作协议，推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
先行区建设等。

此外，海关还在助力中部地区
提升粮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协同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方
面，出台稳步推进中欧班列进口粮
食指运地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支持
江西鹰潭深化开展“进口再生铜原
料智慧监管”模式试点，增强煤
炭、矿产品等资源保障能力；推进
出口烟花爆竹“口岸—属地”监管
作业联动等重点措施。

海关总署出台 16 条重点措施

支持新时代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本报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汪
文正）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的增值
税发票数据显示，伴随去年 9 月 26 日
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和前期已出台的

存量政策持续落地显效，2024 年四季
度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明显改善，经济
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中国制造

业发展提速，装备制造支撑作用较
强。2024 年四季度，制造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3.8%，较三季度增速提
高 2.4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3%，较三季度
增速提高 4 个百分点。特别是铁路船
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
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销售收
入四季度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16.5%、10.9% 和 8%。

新兴产业持续较快增长，新质生
产力加快发展。2024 年四季度，高
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6%，
延续两位数较快增长。其中，高技术
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 11.1% 和 10%。四季度，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5%。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
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8.3%。

生态环保服务稳步增长，清洁能
源产业发展迅速。2024 年四季度，
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推广
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1.2%、
21.8% 和 16.3%。清洁能源产业保持
较快增长，太阳能、生物质能、风力
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9%、

12.7% 和 5%。绿色出行需求持续增
长，带动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28.1%。

设备更新稳步提速，消费品以旧
换新持续向好。2024 年四季度，在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全国企
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 7.5%，
较三季度增速提高 2.2 个百分点。受
国家鼓励、地方政府支持和企业让利
等因素带动，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
零售、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
增长 38.1% 和 75.4%；与家装相关的
家具零售、卫生洁具零售同比分别增
长 39.4% 和 26.3%，均显著快于三季
度增速。

基建投资回升，“两重”项目加
快落地。2024 年四季度，反映基建
投资的土木工程建筑业销售收入增速
较三季度明显提升，特别是随着一揽
子化债政策落地，12 月份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 7%，有力促进“两重”等重点基
建项目建设。其中，水利水运工程建筑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7%，较三季
度增速提高 7.6 个百分点。建筑工程用
机 械 制 造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6.3%，
反映建筑施工投入加快。

省际贸易持续畅通，统一大市场
建设有序推进。2024 年四季度，反
映省际间贸易往来的全国省际间贸易
销售额同比增长 3.3%，较三季度进
一步提升。交通运输物流业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 8.4%，其中与外贸相关的
远洋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代理业销售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1.4% 和 31.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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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宝鼎
16”轮载运中电建青
岛即墨海上光伏项目
第一榀钢平台离开码
头，驶往山东青岛市
即墨区鳌山湾水域进
行海上安装。该项目
系中国首个渔业融合
发展海上桩基固定式
光伏项目，也是目前
中国开放海域最大渔
光互补示范类项目。
项目将渔业与光伏产
业深度融合，实现海
洋资源综合利用、精
准养殖，不仅能高效
利用海洋资源，还能
促进海上光伏发电事
业的发展。

杨雪梅摄  
（人民视觉）  

国家税务总局钦州市税务局制定方案，从做优税费服务、落实优惠政
策、鼓励创业就业等多个方面，助力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坭兴陶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目前，钦州市坭兴陶企业 （工作室） 达900多家，全产业链实
现年产值约20亿元。图为税务工作人员在钦州市品艺堂坭兴陶有限公司了
解产品生产销售情况和涉税服务需求。 肖玉根摄 （人民视觉）  

近日，中国石油青海油田格尔木100万千瓦光伏电站并网仪式在格
尔木市乌图美仁乡举行，这是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千瓦新能源集中式并
网发电项目。该光伏电站投运后，年均上网电量约19.84亿千瓦时，每
年可节约标煤59.8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9.97万吨，对青海省清
洁电力生产基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图为戈壁滩上整齐排列的光伏板。

本报记者  贺  勇  乔  栋摄影报道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举办年货展销会活动，食品、日用品、
家居饰品以及手工艺品等年货种类丰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采购。图
为市民在选购春节饰品。 张  成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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