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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酱油的剩余钱也能买醋了
——透视国务院唤醒财政存量资金十大举措

一边是财政收支压力大，地方频频举债“没钱搞建设”，一边却仍有大量财政
资金“有钱花不出”，如何化解这一矛盾现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成为本届
中央政府深化预算改革的重点。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
通知》，亮出的十大改革举措将盘活财政资金行动推向高潮。

大量财政存量资金在何处？十大改革举措如何“对症下药”？激活的存量
将为百姓带来什么？如何确保改革能落到实处？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记者深
入挖掘改革背后的政策信号。

莫让财政存量资金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近期，审计署对中央本级和部分省

财政存量资金审计发现，各级财政存量
资金的数额依然较大。这些存量资金都
藏在哪里？此次公布的十大举措，全面
揭示其隐身之处。

“中央政府、省市县，各级财政都
有。一部分在财政部门，一部分在各部
门。”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说，财政
存量资金是多年累积形成的，原因复杂

多样，既有体制机制原因，也有管理能力
问题；既有预算编制原因，也有预算执行
的原因。

近两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盘活
财政存量资金，与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
有直接关系。

刘尚希说，在财政吃紧情况下，仍有
大量资金长期趴在账上，造成闲置浪费，
也暴露出财政资金管理漏洞，容易被挤

占挪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局长徐惠勤

说，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财政补贴。地方
拿到中央或上级补贴资金往往已是下半
年甚至年底，当年无法执行，而地方财政
早已保障了支出。累计下来资金数目不
小，又不敢轻率处理，不能统筹使用。

盘活有了“时间表”唤醒存量资金动真格
相比以往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多是

“笼统”的规定，此次国务院亮出的十大
举措，有了量化指标和时间表，更具操作
性和针对性。

——明确2012年及以前年度结转下
来的公共财政资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部门预算资金等，都作为结余资金收回
公共财政统筹使用；

——限定今后每项政府性基金结转

资金规模一般不超过该项基金当年收入
的30%。

——在强调剩余结转资金收回统筹
使用的同时，为防止地方将资金转移到
财政专户中，明确清理财政专户时间表，
两年内逐步撤销；

——为避免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偿
债准备金等成为政府存“私房钱”的工
具，限定稳定基金预算调入后的规模一

般不超当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
的 5%，一旦超过应加大冲减赤字或化解
政府债务支出力度。
……

“这十项措施非常务实，对基层的情
况非常了解，很有针对性。”社科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
这些改革举措，连同前期已经出台的相
关举措，释放出国务院强烈的改革信号。

“买酱油剩的钱可以买醋”部分纳入统筹惠及民生
着眼存量，是本届政府的一个重要

思路，也是新常态下不搞“大水漫灌式的
强刺激”的宏观调控政策创新。

盘活存量资金，好比居家过日子，手
头紧的时候，就要节衣缩食，从堵漏洞、
挖存量上挖掘财政资金潜力。十大举措
背后，盘活的存量资金相当一部分将被
纳入公共财政统筹使用，重点加大对产
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支持力度。

“财政资金就像是种子，将盘活的资
金统筹用于资金短缺的棚户区改造等民
生工程，用于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
无疑将释放巨大的乘数效应，撬动几倍

的社会资金，带动信贷投放。不仅可以
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还能释放
巨大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大的推
动力。”刘尚希说。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国务院通知打
破了政府性基金预算专款专用的限制，
明确结转资金规模较大的纳入一般公共
预算大盘子统筹使用，意味着“取之于
民”的钱将更多“用之于民”。

专款专用好比人们常说的“买酱油
的钱不能买醋”，有时候由于财政管理不
够透明，买酱油的钱可能有剩余花不了，
而买醋的钱可能不够，改革后剩余的钱

可以去买醋，统筹的资金纳入一般公共
预算使用，也有利于降低地方支出压力，
降低债务风险。

“统筹政府性基金预算跟一般公共
预算是好事，但要警惕一些地方用政府
性基金补充人头经费、人吃马喂，变相鼓
励地方搞土地财政，拼命卖地，征‘过头
非税’。对统筹使用的资金，应明确一定
的方向和用途，如养老和社会救助等，不
能无序放开，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徐惠
勤说。

违法违规将严惩 预算法捍卫改革落地
相关部门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要

求并非首次提出，此次国务院出台更大力
度的改革举措，背后也暴露出改革推进执
行难的挑战。

此次十大改革举措最后一条为加大
督查和问责力度，明确对于截留、占用、挪
用或者拖欠应当上缴国库的预算收入、未
将所有政府收入和支出列入预算或者虚

列收入和支出，违法违规开设财政专户等
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下一步要警惕一些部门通过花干用
尽的极端方式来消化存量资金。2015年
启动实施的新预算法及相关法规条例将
为清理盘活存量资金提供坚实的法律保
障。”杨志勇说。

同时，专家表示，盘活存量资金还需
要一揽子配套改革支持。

“关键是预算管理制度和相关财务制
度改革要到位，要从源头细化预算，提高
预算编制的准确度，才能扭转政府乱花钱
或钱花不出去的局面，有效盘活存量资
金。”刘尚希说。

为您的旅行 各部委要忙些啥
解读《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任务分解表》21 日正式对外公
布。

牵头单位涉及外交、财政、发
改、住建、环保、旅游等 20余部门，
分工达到 44条 67项。从直接关系
百姓旅游福利角度看，至少有三大
看点。
留住乡愁：
乡村旅游着墨最多

在城乡统筹大战略下，在“留住
乡愁”的期待中，乡村旅游成为任务
分解表中着墨最多的主题之一。

第11、12、13条，直接讲乡村旅
游。包括依托当地区位条件、资源
特色、市场需求，挖掘文化内涵，发
挥生态优势，突出乡村特点，开发一
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
产品；推动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

有机结合，合理利用民族村寨、古村
古镇，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
民族特点的旅游小镇，建设一批特
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加强乡村旅
游从业人员培训，鼓励旅游专业毕
业生、专业志愿者、艺术和科技工作
者驻村帮扶等。

考虑区位特征，发展森林旅游、
海洋旅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进一
步细化利用荒地、荒坡、荒滩、边远
海岛和石漠化土地开发旅游项目支
持措施，旅游与扶贫相结合等，都可
以看作乡村旅游范畴。

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农业
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等都要
为此而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鼓励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
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办
旅游企业，被认为是《国务院关于促
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含金量很高的内容之一。
安全门槛：
提高景区安全系数

任务分解表强调抓紧建立景区
门票预约制度，对景区游客进行最
大承载量控制。执行部门包括国家
旅游局、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
部、国家林业局等，这充分考虑了我
国旅游景区管理体制现状。

景区承载量涉及安全管理。从
第29到31条，强调加强旅游道路特
别是桥梁、隧道等交通安全和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对客运索道、大型游
乐设施特种设备定期检测；完善旅
游安全服务规范，旅游从业人员上
岗前安全风险防范及应急救助技能
培训；高风险旅游项目风险提示、安
全培训；重点景区配备专业医疗和
救援队伍等等，国家旅游局、交通运
输部、公安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质检总局、安全监管总局、卫计委等
都要参与。

旅游产业链有多长，旅游安全
链就有多长。
大家对表：
“时间表”用意深刻

任务分解表的另一大看点，是
在完成时限上作出“持续推进”“按
时限取得成果”等不同安排，使各项
工作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任务分解表有 10 多项明确
“2015年 6月底前出台具体措施”，
从现在看还只有 5个月零 10天，时
不我待。这里面有“讲究”，如将研
学旅行、夏令营等作为青少年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重
要载体，纳入中小学生日常德育、美
育、体育教育范畴等；鼓励对研学旅
行给予价格优惠；鼓励专家学者和
大学生等积极参加旅游志愿者活动

等。暑假前出台措施，老师、孩子、
家长可以最大限度享受假期旅游

“政策红利”。
也有多项明确“2015年底前取

得阶段性成果”，例如研究新增进境
口岸免税店的可行性等。

尽管比 2015年 6月底晚半年，
但“取得阶段性成果”比“出台具体
措施”压力一点儿也不小。

方案实事求是，重视持续性，20
多项明确“持续实施”“持续推
进”。

旅游道路特别是交通安全和食
品安全监督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定
期检测；依法严厉打击“黑导游”和
诱导、欺骗、强迫游客消费等行为，
营造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引导旅
游者文明消费等属于长期任务，只
能持之以恒坚持做下去。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11个省区市将开展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2015年是司法体制
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一
年。完善司法责任制等
4项改革第一批7个试点
省市将增加试点地方，第
二批 11个试点省区市将
选择好试点地方、抓好组
织实施，其他省区市将抓
紧做好准备，年内开展试
点。

这是记者从 20日召
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上获悉的。会议要求深
入推进一批已启动的改
革试点工作，年内取得更
大进展。

按照会议要求，试点
中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法官、检察官员额。
按照司法规律、综合考虑
队伍实际和办案质量，确
定法官、检察官员额。二
是法官、检察官遴选。考
虑到遴选的专业性和公
信力，在省一级设法官、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遴

选工作要严格标准、优化
程序、择优录取、宁缺毋
滥、逐步增补，不搞迁就
照顾，确保业务水平高、
司法经验丰富、能独立办
案的人进入员额。

开展设立跨行政区
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设立
巡回法庭试点，是今年司
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
务。目前中央已经批准
在北京、上海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检察分院分别加
挂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分院牌子，作为
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先行试点。

中央政法委还要求
积极探索巡回法庭审判
权运行管理机制，审理好
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
民商事案件，发挥好巡回
法庭方便当事人诉讼、就
地解决纠纷、促进司法公
正的功能。

国家卫计委要求
打击防控“寄血验子”

孕妈妈抽取静脉
血，交由中介转运至境
外做化验，就能知道腹
中胎儿的性别——国家
卫生计生委 21日公布通
知，要求加大打击防控
这种“寄血验子”的非医
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方
式。

通知明确，为打击
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
行为要加强广告监管，
禁止利用互联网发布非

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
定广告信息；加强中介
查处，建立有奖举报制
度，依法查处胎儿性别
鉴定的非法中介机构和
人员。

通知要求,禁止任何
机构和个人利用产前诊
断等技术进行非医学需
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加
大血样出境检查力度，
禁止私自携带、邮寄、运
输血样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