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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旭人：管好通脹預期 穩物價居突出位置

謝旭人說，今年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更
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調整經濟結構與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的關係，而且要
把穩定物價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財政赤字減1500億
謝旭人表示，今年財政預算赤字將比去年減少1,500

億元，佔GDP的比重進一步降低，預計會從去年的
2.5%下降到2%左右。與此同時，民生方面的支出則大
大增加。中央財政用於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教

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文化方
面的安排合計要達到10,510億元，比上年增加18.1%。
其中教育支出2,963.7億元，增長16.3%。醫療衛生支出
1,727.8億元，增長11.3%。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4,474億
元，增長16.6%。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030億元，增
長34.7%。文化體育支出374.4億元，增長18.5%。同
時，今年對農業、水利交通、環境生態保護等與民生
息息相關的支出亦大幅增加。

謝旭人指出，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中的大部分也將
主要用於民生方面的開支。上述幾部分相加，今年用
於民生的開支將佔到中央財政總支出的2/3左右。

完善社會保障助五保戶
謝旭人表示，今年要大力支持和促進糧食、棉花、

蔬菜、肉類等人民群眾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供給。清
理和規範流通領域尚不到位的有關措施。促進化肥、
農藥等農用生產資料的供應。與此同時，還要做好重
要進出口品種的調劑和進口工作，做好國家儲備、收
儲的有關工作。同時，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體系將進
一步完善，對五保戶和貧困學生的生活進行補助，使
他們的基本生活不因價格上漲受到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周逸 北京報道）

國家財政部部長謝旭人7日談及中國財稅體制
改革時稱，今年中國將從三個方面推進財稅體
制改革。包括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政府資
產負債表等在內的試編工作將啟動。外界頗為
關注的增值稅擴圍試點、個人所得稅稅率調整
等亦已箭在弦上。今年還將進一步推進資源稅
改革，並擇時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減免中低收入人士稅負
中國還將推進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

財政預算，細化政府性基金預算，進一步擴大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同時繼續試編全國社會保
險基金預算。全面取消預算外資金，將所有政
府性收入全部納入預算管理。今年還要繼續深
化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採購等預算
管理制度改革，健全預算績效管理制度，研究
和推進政府會計改革，探索試編政府資產負債
表。

謝旭人還表示，稅收制度改革將進一步深
化，今年將在一些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推行增值
稅改革試點。進一步健全個人所得稅制度，適
當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合
理調整稅率結構，減免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
負，加強對高收入的調節。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周逸 北京報道）國家財
政部部長謝旭人7日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2010年
中國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收入為29,397億元（人民幣，
下同），較上年增長106.2%。財政及有關部門將切實加
強對國有土地出讓收支的管理。

謝旭人表示，2010年土地出讓收入增長較快，大
體上有幾個原因：一是城鎮化、工業化進展加快，
大幅提高土地供應規模。二是土地招拍掛出讓比重
上升。三是全國地價總體水平上升，因為城市房地

產比較興旺，對土地需求量大。四是徵管政策調整
等因素影響。五是有關部門切實加強了對土地收入
的管理。

土地收入2/3來自東部
謝旭人指出，下一步，財政以及有關部門將進一步

積極採取措施，切實加強對國有土地出讓收支的管
理，確保土地出讓收支全部納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預
算，依法徵收土地出讓收入，同時也保證這些收入能

夠切實納入地方基金預算。尤其是按照現在的規定，
土地出讓的淨收益，首先要更多地用於農田和水利建
設，用於保障性住房的建設。

謝旭人還表示，據初步計算，在全部的土地收入
中，幾乎有2/3來自東部省市，相對於中西部地區，這
些省市往往都是財政實力較強、公共預算資金相對較
多的地區。謝旭人稱，這種情況是房地產市場狀況、
經濟發展水平、土地稀缺程度決定的，並不由地方政
府控制，也不是地方政府想賣多少錢就能賣多少錢。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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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香港版：
「十二五」予港巨大機遇

港區委員提案救黑熊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記者組 江雨馨、李理 北京報

道) 全國兩會期間，反對「活熊取膽」的聲浪不絕
於耳。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此間了解到，包括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梁偉浩在內的多名委員擬準備相關提
案，為給黑熊留一條活路鼓與呼。

梁偉浩指出，現時已有天然熊膽替代產品，即人
工熊膽。

亞洲動物基金會外事部總監張小海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稱，全國政協委員賈寶蘭以及全國政
協委員黃信陽亦提交有關停止活熊取膽的提案。張
小海表示，亞洲動物基金對解決因淘汰活熊取膽業
所產生的問題持樂觀態度，並堅信將有更多的民意
代表加入到停止活熊取膽的行列，促成活熊取膽業
在法規、政策層面的最終取締。

■謝旭人表示，今年中央財政用於民生開支將佔中央總支出的2/3左右。

■眾多女記者爭搶㠥採訪、拍照和提問，成為兩會期
間記者會上的亮點。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劉曉靜、馬靜 北京報道）全國政協
委員、衛生部部長陳竺7日在參加農工組小組討論時強調，當前醫
改難點主要在於基層仍缺乏好醫生，希望地方政府和基層醫院捨
得在人力資源上投入，但隨㠥醫改不斷的推進，相信「看病難」
和「看病貴」問題可適時畫上句號。解決醫患糾紛，應充分利用
第三方調解機制，希望這一機制在兩年內推向全國。

陳竺強調稱，推進醫改要堅持公益性，這就需要解決「可及性」
和「公平性」兩個問題。前者是解決「看病難」的問題，而後者
是解決「看病貴」問題。如今，「難」和「貴」的問題正在不斷
解決，且隨㠥新農合覆蓋率的提高，農民「看病貴」問題得到了
長足改善。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亦表
示，要在兩年時間裡基本解決看病難問題。

盼強化基層醫療衛生隊伍
在談到醫改難點時，陳竺稱，主要是基層缺乏好醫生，群眾信

任度不夠。他說，如今，基層醫療硬件設備的配置已經標準化，
但人力資源方面還有很大欠缺，希望地方政府和基層醫院要捨得
在人力資源上投資金，強化基層醫療衛生隊伍。

至於備受關注的醫患關係，陳竺認為，醫患糾紛主要因為體制
上的深層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並與不適當醫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關係。針對一些地方「醫鬧」相當嚴重、性質惡劣的問題，應給
予堅決打擊。而解決這一問題，應充分利用第三方調解機制，目
前，有十幾個省建立了第三方調解機制，希望在兩年之內推向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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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
上午9時 代表團全體會議，審查計劃

報告和預算報告
下午3時 代表小組會議，審查計劃報

告和預算報告
政協：
上午9時 小組討論（計劃報告和預算

報告）
下午3時 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第二次

全體會議大會發言

全國兩會
3月8日（周二）日程

1. 全面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綱要，加大教育投

入，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提高農村中小學

公用經費生均基準定額。

2. 大力支持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

險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參保率提高到90%以上。

3. 大幅度增加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入，其中今年要開工

建設的保障性住房以及改造的棚戶區1,000萬套，改造農

村危房150萬戶。

4. 支持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新型
農村養老保險試點的範圍從去年約24%的縣擴大到今年

40%的縣。

5. 大力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優先支持涉及農村和基層

群眾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設項目。

6. 切實加大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切實改善農村

生產生活條件。

製表：香港文匯報兩會記者組 周逸

財政部今年改善民生
六大事

財政部將加強土地出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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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江鑫嫻 北京報

道）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抓
緊解決內地學前教育問題。記者從教育部獲
悉，為破解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教育部
今年將啟動學前教育立法工作，制定學前教
育收費管理辦法。

資源向欠發達地區傾斜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家督學龐麗娟表

示，缺少法律保障的學前教育已成為一大「短
板」，應要強調三方面的基本理念：強化學前教

育的公共性與公益性；凸顯和增強政府發展學
前教育的職責；以公平和均衡為基本立法價值
取向，優先保障並向農村和弱勢群體傾斜。目
前城鄉之間學前教育的差距巨大，在資源配
置、財政投入等方面應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傾
斜，讓農村的孩子有園可入。

對於立法工作，基礎教育二司副司長李天
順表示，期待㠥學前教育立法的盡快出台，

「不要小看一部法的作用，如《義務教育法》
出台後，中國義務教育得到大發展，便是例
證」。

學前教育年內立法 破解「入園難」

海南5月起實施「離島免稅」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記者組 劉凝哲 北京報

道) 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省長羅保銘昨日透
露，內地遊客來海南購物免稅政策將於今年5
月1日開始實施，並將在4月發佈詳情。據了
解，海南免稅額度最終確定為「一年兩次，
一次5,000元」，也就是內地遊客離島時每人
購買的商品金額不超過5,000元，即可享受免
稅。

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表示，雖然免稅政策
限額在5,000元，但如果在海南購買一塊2萬
元的進口手錶，超過5,000元的那部分稅率

「有講究」，將比內地一般城市的稅率低得
多。對於海南國際購物中心的建設，衛留成
表示，希望能夠借鑒香港、新加坡的經驗，
能夠讓境內外的遊客到海南，確實有購物天
堂的感覺。

■眾多攝影記者一同拍攝財政部部長謝旭人。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日報（香港版）》8日發表署
名蕭平的文章，譯載節錄如下：

「十二五」規劃帶給香港巨大的發展機遇，概括
起來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香港自身發展的機遇。
規劃㠥重於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和培育新興
產業。規劃提出的項目具有很高的含金量，有的是
以往中央政府挺港措施的延續和豐富，有的是特區
政府正在努力培植的新的經濟增長點，而支持香港
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支持香港發展高價值貨物存貨管理及區域分銷
中心等，則是香港熱切期盼的未來目標。可以想
見，如果這些項目能夠逐一落實，香港經濟將是另
一番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