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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兴安

财政收入继续延续恢复性增长势头。12
月20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5518亿元，扣除留抵
退税因素后增长6.1%，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3%。全国税收收入152826亿元，扣除留抵退税
因素后增长3.5%，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7.1%。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
主任何代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成效持续显现，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
势，这已体现在了财政收入上，扣除留抵退税
因素之后，前11个月财政收入实现了6.1%的增

长，成果得来不易。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财政收入延
续恢复性增长势头，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前11
个月财政收入增速比前10个月提高1个百分
点，按自然口径计算，前11个月财政收入增速
降幅比前10个月收窄1.5个百分点。“最重要的
是税收收入增长情况有所好转，表明我国经济
仍在继续恢复过程中，企业经营状况、市场活
跃度和发展信心稳步提高，这对明年经济预期
改善起到了有效推动作用。”

从前11个月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看，国
内增值税43530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3.4%，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26.2%。国内消
费税1557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企业所
得税430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个人
所得税136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进口
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84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3.4%。关税262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0.4%。出口退税171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2%。车辆购置税221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32.2%。印花税41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2549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3%。资源税3169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48.2%。

张依群表示，从具体税种上看，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个税等主要税种收入增速平稳，国
内消费税、资源税增速加快。这一方面表明国
内消费意愿有所增强，消费动力快速恢复；另
一方面释放出经济明显恢复信号。

从财政支出看，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22725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148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57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

展望全年，张依群表示，随着市场主体活
跃度提升，全年财政收入按自然口径计算有望
接近正增长。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局面将彻
底扭转，为明年经济全面恢复打下良好基础。

财政部：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6.1%

本报记者 孟 珂

12月2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同
意在沈阳等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的批复》，同意在沈阳市、南京市、
杭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开展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期为自批复之
日起3年。

早在2015年5月份，国务院就同意在北
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2021
年4月份试点首次扩围，将天津、上海、海
南、重庆四省市纳入，形成“1+4”格局。如
今，试点范围再次扩大，新加入了沈阳、南
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等6个新成员，
意味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湧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扩
围向全球充分展现了我国坚持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态度。制造业开放更多是引进
技术、设备、资本，而服务业开放主要涉及
文化传媒、数据跨境流动等，入围城市面临

重大机遇。

以点带面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过近7年的持续创新探索，此前“1+4”
示范试点已向全国推广了7批35项经验案
例，为全国的服务业开放积累了经验、探索
了路径。

“1+4”示范试点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日益
显现。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上述五省
市服务业创造了9.3万亿元的增加值，在地区
生产总值中占比达69.6%，高于全国均值16.3
个百分点；五省市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3052.9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的33.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26.6%。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趋势上看，
我国服务业开放取得显著进展，服务进出口结
构得到持续优化，服务外贸转型升级加快，服
务贸易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如2018年以来，中
国明显加快了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步伐，现已取

消银行、证券和保险交易（包括再保险）以及资
产管理的合资要求和外资股比限制。

“近年来，疫情对服务业抑制作用较大，
随着未来疫情影响消减，餐饮、旅游、住宿等
服务业将逐步恢复。”刘向东说。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
放力度”。

“放眼当下，快速增长的服务业已成为
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制造
业市场已经形成了对外开放的良好局面，但
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却相对缓慢，这与我国
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
产业的局面是不匹配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我国服务业规模、质量和效率的全面
提升。”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增设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助于更好地对接
国际先进贸易投资规则，继而带动我国服务
业的进一步开放发展，塑造我国经济在国际
合作和竞争中的新优势，以点带面地促进我
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转A3版）

引领示范效应显现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再增六城

阎 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强调
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
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落实好这一
要求，是对政策执行部门以及主要市场主体的
考验，需要创造性开展工作。

首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需要
在创新和优化上继续下功夫。

“精准有力”是中央对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提出的要求。经过多年实践积累，我国已经拥
有了一整套健全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可以审
时度势采用符合国内经济运行情况的政策工
具，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
功能，将宝贵的流动性资源精准有力地注入国
民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目前，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九大类工
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
贷款、利率政策、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
利、抵押补充贷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包
含3个长期性工具和8个阶段性工具。央行10
月31日公布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表》显示，
截至9月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总余额为
55461亿元。

今年央行通过组合操作保持了流动性合
理充裕，运用价格工具引导企业融资成本进一
步下行。在12月5日最新一次降准后，金融机
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降至7.8%。在
经过数次不同形式的“降息”之后，今年上半年
企业贷款利率降至4.32%，同比下降0.31个百分
点，创下新低。尽管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
已连续下调，但业界普遍认为明年仍有进一步
下调空间。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前不久指出，“需要
的话，还要进一步加力”“货币政策的工具仍然
比较充足，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都有空间，流
动性管理的手段和经验都比较丰富”。这显示
了货币政策执行部门的底气，也传递出稳增长
的信心。

明年运用好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落实“精准有力”的要求，央行需将现行工
具优化，对新创设工具做好接续准备，还要在
创新和其他政策的协调上多下功夫。比如对
房地产的金融支持，既要帮助房企渡过难关，
又要避免形成新的风险。如何把握好度，需要
创新思维和创新工作，需要加强统筹。

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加力提效”的同
时，要紧绷防风险这根弦。

“加力提效”是中央对积极财政政策提出
的要求。积极财政政策明年还有没有“加力”
的空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具体说，加强国
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地方政府专项债
的规模和使用、特别国债的发行或滚存、财政
赤字的设定和资金投向、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
政策措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财税
体制改革等方面，都是可以进一步“加力”的，
而“加力”的基础是存在潜在的需求。财政支
持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结合起来，向各个经济
层面释放积极信号和信心，有望进一步扩充投
资和消费场景。

这些财政政策工具在“加力”的同时，通过

优化进而实现“提效”的目的。比如在支持市
场主体层面，可以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措施，
给它们精准的“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据统计，
今年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预计超过4
万亿元，让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的温
暖，增强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信心。

在强调“加力提效”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也要求“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
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落实这
一要求，除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
之外，还可以尝试与货币政策联手共同构筑

“防火墙”，防止债务灰犀牛出现。
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大幅

提升，未来合作仍需探索。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是央行今年在数量

调控上的目标，也是明年的目标。在今年超
预期因素冲击下，央行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
格型工具、创设结构性政策工具、发挥好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功能，实现了流动性调控
目标。财政政策实施的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
缓费等措施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流动性提供了
补充。 （下转A3版）

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本报讯 12月20日，上交所表示，上交所第
四代交易监管系统近日正式上线运行。这是
上交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科技与业务
深度融合，打造数字智能型交易所的又一重要
举措。

近年来，证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模式
日益丰富、投资者结构日趋复杂，对交易所一线
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数字化
转型思维不断深化，数字化技术不断突破，也为
交易监管信息系统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广阔的发
展思路和更丰富的手段。

据悉，上交所于2016年启动第四代交易监
管系统建设，分两期有序推进。一期系统于
2019年底上线，全面整合业务子系统，实现“一
站式”交易监管平台。本次全面建成投产上线
的二期系统使用更先进的实时计算技术，完成
后台计算和存储架构的替换重构，全面提升了
系统的处理性能和综合分析能力。

据上交所介绍，上交所第四代交易监管系
统在充分继承前代系统优点的基础上，坚持自
主可控，推进信创建设,有效支撑未来不断变化
的市场监管要求。技术上，新系统具有高性能、
高复用、可扩展的特点，实时处理性能较现有系
统大幅提升，交易数据实时处理能力扩展达50
万笔/秒以上（上线首日交易数据处理峰值达
15.4万笔/秒），总体消息处理能力可达每秒千万
级，计算时延大幅降低，能够应对持续增长的交
易量和复杂业务需求；功能上，紧密结合监管最
新实践，丰富完善监管模型，科技赋能推动监管
能力进一步提升。

上交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数据让监管更
加智慧”的愿景，持续加强数据应用能力，提升
监管智能化科技化水平，促进科技与业务深度
融合，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吴晓璐）

打造数字智能型交易所

上交所第四代交易监管系统
正式上线

全国消费复苏调查：
影院营业率重回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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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上架
难改投资者观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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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产业链回暖明显
预计明年迎装机“小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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