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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
持续”，主要从支出规
模和政策力度着眼，兼
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
要，保持政府总体杠杆
率基本稳定，为今后应
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
政策空间。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
年~2019年，我国最终
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保
持在55%以上，消费连
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
第一引擎。2019年，流
通主要行业缴纳税收
2.5万亿元，占全国税
收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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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大门纳英才
人才引擎赋能“未来之城”

雄安新区管委会日前正式印发《河北雄安新

区居住证实施办法（试行）》和《河北雄安新区积

分落户办法（试行）》，自2021年起在雄安新区试

行居住证和积分落户制度，这标志着雄安新区深

化人口管理服务制度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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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沧州黄骅港
年货物吞吐量
首次突破3亿吨

河北沧州黄骅港发布消

息，截至去年12月29日，黄

骅港年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

3亿吨，达到30078万吨，同

比增长5.17%。图为货船停

靠在黄骅港煤炭港区。

新华社发（苑立伟 摄）

不能让农民工“忧薪”
□ 斯 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20年12月30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情

况汇报，要求强化措施落实，确保农民工按时足

额拿到报酬。

近年来，经过自上而下的强力治理，农民工欠

薪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特别是随着《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施行，进一步落实了主

体责任，规范了工资支付行为，明确了工资清偿

责任，细化了重点领域治理措施，强化了监管手

段。农民工工资保障问题正在进入法治轨道，前

景光明。

也要看到，尽管制度的笼子越织越密，尽管高

压态势持续保持，但仍不乏侥幸与无动于衷者，而

愈来愈复杂的总包分包关系、债权债务纠纷，以及

劳务用工形式，也使得精准追讨变得日益困难，农

民工欠薪问题仍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此外，各级政府及国企为主体项目资金经常

出现的运行阻滞问题，也使得农民工欠薪问题更

加复杂。一些地方政府还习惯于让企业带资开

工，一旦政府后续资金跟不上，必然会影响到农民

工工资发放，而很多时候，企业也会把农民工工资

作为索要项目资金的筹码，这也使得农民工工资

往往会被率先波及。

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不

断织密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之网。习近平总书记

在甘肃视察时曾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

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

农民工，要坚决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

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各项制度密集出台。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

见》；2017 年 9 月，人社部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1月，《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公布。这些年，几乎每年都会启

动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前不久，最高法、人社部、银保监会等三部门

专门发布关于做好防止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

和工资保证金被查封、冻结或者划拨有关工作的

通知，要求维护好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确保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和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为该

工程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支付。

可以说，在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上，有关各方

共识已成，当下迫切需要进一步打通政策、法规下

行的堵点。此次国常会也明确了几方面要求，比

如各地要真正落实属地责任，加大欠薪纠纷和隐

患排查力度；再如要督促各类项目欠薪春节前动

态清零，政府和国企项目务必率先清零；扎牢工资

支付保障制度笼子，对欠薪问题突出的要公开曝

光，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行为等等。

这些制度举措针对性极强，以政府欠薪而言，

就点中了很多地方欠薪的“死穴”。不客气地说，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地方政府一边治理农民工欠

薪，一边却被农民工追讨欠薪。这显然是有问题

的，政府都不能做清欠的典范，又如何行使监管权

力？再如公开曝光问题，很多单位对正常催讨漠

然置之，非采取公开曝光并约谈等硬性措施不成。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 2.8 亿多农民

工，占人口约两成，占就业人口比例更高。农民工

就业稳不稳，直接关系到就业的大盘子，也必然会

对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产生

重要影响。

如今，春运已经启动，在外务工一年的农民工

又将陆续启程返乡。让每一个农民工都拿着足额

工资返乡，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农民工辛劳一

年应得的回报。

□ 申 铖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十四五”新开局，如何发挥好

财政职能作用，推动新征程开好

局、起好步？近日于北京举行的全

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透露2021年

财政工作新看点。

看点一：精准有效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

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

把握好时度效，不急转弯？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会议上表

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持续”，

主要从支出规模和政策力度着

眼，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保

持政府总体杠杆率基本稳定，为

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

空间。合理确定赤字率和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适度支出

强度。

“提质增效”主要从优化结构

和加强管理着眼，进一步完善政策

实施机制，着力在及时、精准、有效

上下功夫，切实提升政策效能和资

金效益。

刘昆表示，2021年要坚持加

强财政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

事。同时，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精打细算，全面落实党政机关

要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

此外，还要持续推进减税降

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用好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提高债券资金使用

绩效。

“要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刘昆说。

看点二：财政资金直达
机制将常态化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时。

2020年，我国创新性建立财政资

金直达机制，资金“一竿子插到

底”，为基层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

主体提供有力支撑。

刘昆表示，2021年要继续坚

持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研究解决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成常态

化制度化安排，使资金管得严、放

得活、用得准，更好发挥积极财政

政策效能。

同时，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

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

的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纳

入直达范围，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

生补助资金全覆盖。提高直达资

金管理水平，完善监控系统，增强

直达机制政策效果。

看点三：推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

“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推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

刘昆说。

“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重

点领域。”刘昆说，2021年，要支持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

技术攻坚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发挥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

此外，用好中央基建投资、地

方政府债券资金，优化投资结构，

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加大税

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促

进扩大居民消费；落实国家重大区

域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

此次会议亮出多项举措，强化

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坚定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

看点四：加强基本民生
保障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促进教育

高质量发展，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完善社保基金管理，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会议明确，2021年

财政部门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加强基本民生保障。

刘昆表示，2021年还要完善

财政支农政策，支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保持财政支持政策

和资金规模总体稳定，支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此外，财政部门还将坚持资金

投入同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相匹配，

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加强污染防

治，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积极

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看点五：做好重点领域
风险防范化解

面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复

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如何防范涉

及财政领域的重大风险？

“要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

解工作，确保财政经济稳健运行、

可持续。”刘昆说，抓实化解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坚持“三保”

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坚

决防范基层“三保”风险。

此外，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以改革的确定性应对诸多不确

定性。

健全地方税体系，研究适时

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制度，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养

老保险等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深化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一系列改革

举措将继续发力，加快建立现代

财税体制。

刘昆表示，2021年还将健全

制度机制，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和

监督。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加快预

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完善财会监督

体制机制，更好发挥监管局作用，

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解读2021年财政工作新看点

□ 王雨萧 于佳欣

消费连续 6年成为经济增长

的第一引擎、流通产业税收占全国

税收近1/6、网络零售额稳居全球

第一……商务部近日发布的内贸

流通“十三五”成绩单显示，5 年

来，我国内贸流通实现快速发展，

在引导生产、扩大消费、繁荣市场、

保障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流通业是经济循环的血脉，是影

响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产业。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 年~

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55%以上，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

增长的第一引擎。2019年，流通主

要行业缴纳税收2.5万亿元，占全

国税收近1/6。

流通已经成为市场主体和就业

人数最多领域。数据显示，2019

年，流通领域拥有各类市场主体近

8200万个，占全部市场主体近七

成；吸纳就业超过2.2亿人，占总就

业人口数量近3成，成为吸纳就业

的主渠道之一。

“十三五”时期，我国流通创新

密集活跃，实体商业加速转型，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网络零售额稳居全球

第一。

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网络零

售额由2015年的 3.88万亿元，增

长至2019年的10.63万亿元，增幅

高达174%，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

由10.8%增长至20.7%。

此外，服务消费引领消费结构

升级，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

性消费支出在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中占比达45.9%。

“十三五”时期，我国流通效率

也在稳步提升。流通信息化、标准

化和集约化水平明显提升，流通效

率明显提高，成本进一步下降。

2019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

比重为14.7%，较2015年下降1.3

个百分点。

5年来，乡村居民“买买买”水

平不断提升，城乡流通发展差距逐

步缩小。

数据显示，2016年~2019年，

我国乡村社零总额年均增速为

9.5%，高于城镇7.9%的年均增速；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

9.6%，高于城镇7%的年均增速。

商贸流通企业全球布局也在

提速。“丝路电商”初步完成由点

到面、连线成片的全球布局，2019

年与22个伙伴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87.9%。目前，大型

商贸流通企业海外仓数量超过

1000个。

商务部市场建设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十四五”时期，商务部将推动

内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与跨界融

合，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全面促

进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同时，

推动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

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提供强有力支撑。

消费增长强劲 网络零售额稳居全球第一
5年来，我国内贸流通实现快速发展，在引导生产、扩大消费、繁荣市场、

保障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