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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林毅夫
等以及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答记者问。

3月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
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就“财政工作和财税
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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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风险可控，
将逐步消化解决历史债务

记者：地方债规模是不是出现了“激

增”，区域性地方债务的危机会不会出现？

楼继伟：地方债的问题是一个客观现

实。预算法在修订之前，地方是不得举债

的，而事实就产生了这么多。那么，必须

开前门、堵后门，同时还要防止出现系统

性风险。开前门，大家已经知道了，今年

的预算是6000亿地方债。后门的问题，

就是历史形成的这些债务，我们必须正视

它们，逐步消化解决。

地方债务总体上看，风险是可控的。

省下的“三公”经费收回总预算平衡

记者:“三公”经费削减掉也就是说节

省出这部分的钱都去哪儿了？是不是也

应该公开具体的去向，接受人民的监督？

楼继伟:中央财政去年“三公”经费

是 71亿多，比前年减了 8亿，今年的预

算是按照不多于去年来安排的。至于

中央减下来的 8 个亿，收回总预算平

衡，这是一个财政上的常识，没有说收

回的钱用到什么地方，收回总预算，平

衡在各个方面。

已提出税收法定时间表
2020年前应完成

记者：2020年努力要全面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这个时间表具体是怎么样的？

楼继伟：时间表总体上来说是要求在

2020年基本完成所有的改革任务，或者

说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全都完成。那么，税

收法定是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按我的理

解，在2020年以前应当完成。

2015年中央本级国防支出
预算增长10.1%

记者:在昨天提供的2014年预算支出

实际情况中，好像没有提出公共安全和国

防的支出，能不能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

楼继伟:预算报告里有这方面数据。

2015 年 中 央 本 级 国 防 支 出 预 算 是

8868.98 亿 元 ，增 长 10.1% 。 全 国 是

9114.9亿元，增长10%。

不能都指望环保税
解决大气污染等问题

记者：现在雾霾等环境问题受到“两

会”的关注，请问环保税的改革推进如何？

楼继伟：为加强环保、治理大气雾霾，

2015年中央财政在节能环保方面安排了

2000多亿。环保税主要是把现在的收费

改成税，不能都指望环保税来解决类似大

气污染、雾霾等等这样的问题。像这类问

题，属于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水的污染，

就要向排放污水的人收费。造成大气污

染的这些企业和这些人就要受到惩罚，不

能仅仅依靠收环保税解决问题。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有能力化解

楼继伟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

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的
主粮商品化生产

经济增长靠什么？
要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

记者：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

发展新的动力和新引擎是什么？如果

经济要出现提质增效,您觉得哪些方

面还需要持续发力？

厉以宁：首先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了

三个内容。第一，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

速增长现在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第

二，结构要调整。新常态是一个调整结

构以后的经济，这里很多产业要不断升

级。第三，要寻找新的动力。

今后经济增长靠什么？要靠广

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也

就是说，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靠数量

规模的扩大、靠投资的驱动，这些都

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所以今后的

动力来自人民的创造力。

中国经济还有20年左右
8%增长的潜力

林毅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意澄

清，自己没有预测过中国经济还能以

8%的速度增长20年，而是“中国还有

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依据是目

前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

很大。

林毅夫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

率不断提高，而它的基础是技术不断创

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

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的技

术、产业多在世界最前沿，所以它的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要

发明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从过去

一百多年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靠这个

机制，平均每年增长就在2%—3%之

间。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就

是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来进行判断的。

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

差距还很大，所以后发优势还是有的。

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

中国经济今后的增长要靠人民的创新精神

我国工业发展中的
脱实向虚现象有所好转

记者：最近有一种议论，说中国现

在的工业发展正在面临着边缘化和空

心化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

的境态。这对于中国 2020 年基本实

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有

什么样的影响？

李毅中：刚才你提到的这两种现

象确实是存在的。首先讲讲脱实向

虚，由于我们受到一些西方经济的影

响和自身工作上的一些缺陷，一段时

期确实出现问题，表现在资本转移了，

生产力要素也流出了，人才也有流失

的现象，就业企业的效益也不是那么

高。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

视，前几年就做出了要大力支持发展

实体经济的决策。

这几年无论是在财、税、价，特别

是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个现象已经有

所好转，见到了成效。我注意到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三个地方讲到了实

体经济，特别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

经济，我想这个问题会逐渐改善的。

3月6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
中心举行记者会，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就“推进改
革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
记者的提问。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特派记者
沈娟娟 俞宝强 祝亮

记者：最近有很多民众起诉农业部披

露的有关转基因安全信息不够，我想问问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欣荣：近年来农业部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来加强监管，农业转基因的生物安全

管理规范有序，总体可控。

我国只批准了转基因的棉花和木瓜

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的

主粮商品化生产，今后我们将遵循“非食

用——间接食用——食用”的推进步骤，

慎重地进行推广应用。

记者: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究

竟如何？农业部有哪些措施可以让广大

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余欣荣:总体上讲，我国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是可靠的，消费安全是有保障的。

从近几年农业部对全国蔬菜、畜禽、水产

质量安全的抽检合格率来看，基本稳定在

96%以上。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确

实在个别地区、个别品种，还有个别的时

段，违法违规案件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