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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斌

加力稳经济，财政政策逆周期调
节力度进一步加大。财政部部长蓝佛
安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财政
部在加快落实已确定政策的基础上，
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将在近
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
策举措。蓝佛安特别强调，其他政策
工具也正在研究，中央财政还有较大
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宣布的
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力度很大，将与
其他政策形成合力，放大政策效应，
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巩固经营主
体信心和预期。

“四箭齐发”形成政策合力

据蓝佛安披露，将在近期陆续推
出的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
包括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
方化解隐性债务；发行特别国债支持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
本；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
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动
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以及加大对重
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可谓“四箭
齐发”。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旭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揽子财
政增量政策，体现了政府对于当前经
济形势的积极应对和长远规划，释放
了政府致力于维护经济平稳运行、增

强民生福祉以及促进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积极信号。
“通过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

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有助于地
方政府腾出更多资源用于促进发展
和保障民生；发行特别国债以补充国
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则
增强了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信贷投
放能力，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同时，利用多种财政工具推动房
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旨在稳定住房消
费，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此外，加大对
重点群体如困难群众和学生群体的
支持力度，不仅能够直接提高受益群
体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机会，也有助
于提升整体消费能力和社会稳定
性。”李旭红说。

大力度支持化债如“及时雨”

谈及“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
务风险”，蓝佛安表示，除每年继续在
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定规
模的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
资项目债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
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
债务。他说：“这项即将实施的政策，
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
的一项措施，这无疑是一场政策及时
雨，将大大减轻地方化债压力，可以
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提振经营
主体信心，巩固基层‘三保’。”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
表示，债务置换实现了部分隐性债务
显性化，使债务更加公开透明；以利
率更低、周期更长的政府债券置换举
债成本高、周期短的隐性债务，以时
间换空间，因此债务置换的过程也是
降低风险的过程，体现了化债的本质
是化解风险。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
也认为，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有助
于缓释短期流动性风险、优化政府债
务结构、提振市场情绪，助力“一揽子
化债”的推进。

另外，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
回稳，财政政策也多策齐发，包括：允
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收购
存量房，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及时
优化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其中，财政
部副部长廖岷提及，“正在抓紧研究
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
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政
策”。

对此，李旭红表示，通过明确与
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相
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政策，可
以有效简化税收流程，降低企业和个
人的税收负担，进而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这一政
策的酝酿出台，不仅体现了政府对房
地产市场调控的精细化与灵活性，也
彰显了通过税收政策调节市场、稳定
预期的决心。

更多政策工具正在研究

蓝佛安特别强调，逆周期调节绝
不仅仅是以上四方面政策。“这四点
是已经进入决策程序的政策，其他政
策工具也正在研究。比如，中央财政
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
间。”他说。

袁海霞表示，预计后续中央政府
或通过进一步加大加杠杆力度支持
实体经济修复。袁海霞说，与一些发
达的海外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部门
杠杆率、赤字率均有提升空间，且中
央政府债务在政府部门债务中的占
比较低，我国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
府仍有较大加杠杆空间。在地方财政
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央财政可通过
调升预算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支持
实体经济修复。
“相比发行专项债和特别国债，

直接增加财政赤字更为灵活有效，其
适用范围更为直接、广泛，既可以用
于补足民生支出不足，也可以用于重
点项目建设，还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
针对性，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可以快
速地筹集必需的资金，无需跟随项
目，直接提高财政政策的灵活机动
性；预算更透明、便于监管，可有效防
止财政资金错配和挪用。”中国民生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经济参考报记者张莫

9月 27日，国务院批复了《成都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
划》）。近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规划》进行解读。
《规划》明确了成都城市性质为“四川省省

会，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城市核心功
能定位是“西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目
标愿景为“全面建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不断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国际竞争力
和区域辐射力，发展成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时代特征、成都特质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城市”。
《规划》提出，到 2025年，成都将全面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奋力打造
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大都市；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全面建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到 2050 年，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天府”，成为充分体
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成都特质的可持续发
展世界城市。

在强化底线管控、优化公园城市空间格局
方面，《规划》科学划定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
控制线。明确到 2035年，成都市耕地保有量不
低于 453.9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低
于 416.64万亩；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1496.61平
方千米；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2361.20平方千米。
同时，还划定了地质灾害防治区域、洪涝风险
控制线、通风廊道、历史文化保护线和能源矿
产资源保障线。
《规划》提出构建保护“两山两区”、发展

“两翼三轴”的平行带状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
体格局，以及“一带十五园百片”的耕地利用格
局，实施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打造新时代更
高水平“天府粮仓”成都片区。《规划》还提出守
护“两山、两网、三环”的生态格局，建立以大熊
猫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超
过 5000米海拔高差形成的多元自然地貌和生
物多样性。
《规划》还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包括加

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增强五大经济区
协作能力，以及促进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
展、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等方面，充分发
挥成都的极核带动作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现代化都市圈。此外，《规划》提出构建“一心
两翼三轴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
构，推动市域空间结构从“两山夹一城”向“一
山连两翼”转变。

在提升城市整体功能，激发公园城市经济
活力方面，《规划》提出全域统筹“三中心一基
地”核心功能空间布局，塑造城市发展新动能，
提升城市竞争力。

统筹“西部经济中心”核心功能空间布局。
《规划》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整体经济
效率为目标，顺应产业建圈强链理念变革，统
筹谋划了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科技、商业商务
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空间。

统筹“西部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空间
布局。《规划》秉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的理念，协调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空间布局，明确以西部（成都）科学城为核
心，以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为牵引，
不断完善创新体系，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
要承载地，做强高能级产业创新平台和高品质
功能服务平台。

统筹“西部对外交往中心”核心功能空间
布局。《规划》增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支
撑作用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加快构建对外
交往新格局。规划构建陆海空联运战略大通
道，建强中西部面向全球的国际航空枢纽和中
西部陆港主枢纽，构建高能级开放平台体系。

统筹“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核心功能空
间布局。锚定国家先进制造业发展重点，以新
型工业化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信息化
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规划全力保障工业用地空间，稳固工业空间总
量和布局。

在创造宜居美好生活、增进公园城市民生
福祉方面，《规划》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建立全域公园体系和三
级绿道网络，让城市居民就地就近享受优质生
态资源。同时，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统筹布局重
大公共服务及功能型设施，强化同人口变化相
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空间供给，构建 15分钟
生活圈，让城市更加温暖。突出“七大特征、九
大场景”，打造未来公园社区，让城市更加和
谐。构建“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绿色交通
系统，提升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韧性，建设公
园城市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在健全空间治理体系，增强公园城市治理
效能方面，《规划》坚持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城
市精明增长。系统推进存量土地开发利用，积
极探索“工业上楼”，差异化开展老旧居住区、
低效商业区、低效工业仓储区等区域改造，划
定地下空间利用重点开发片区，加强地下空
间功能复合、分层利用，围绕轨道站点以公共
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同
时，《规划》坚持以信息化赋能国土空间规划
全生命周期管理。发挥“多规合一”优势，依托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实现国土空间与自然资源全域、全要素的数
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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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箭齐发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加力稳经济

广元市朝天区：
企业“跑起来”经济“热起来”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举
办 2024 年香禾糯现场测
产验收活动，当地村民忙
着采收、搬运测产试验田
里的香禾糯稻谷。

香禾糯稻谷是从江县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目前全县种植 6 万余亩，
是当地群众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中选育栽培出来的优
良糯稻品种。

特约记者吴德军摄

香禾糯
迎丰收

□张敏陈星宇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一条条生产线开足马力，一笔笔
订单顺利完成，一件件产品进入市场
……近日，记者行走在四川省广元市
朝天区这片发展热土上，只见各企业
铆足干劲抓生产、赶订单、拓销路，以
“满弓紧弦、只争朝夕”的状态掀起生
产热潮，奋力冲刺“全年红”。

在位于中子镇食品工业园区的
广元秦川印象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机器“嗒嗒哒哒”运转
不停，一瓶瓶食用油在经过标准化程
序处理后，迅速被运往各地市场进行
销售。“公司订单已经排到了 11月，
为了确保客户需求，我们生产线满负
荷生产，加班加点地把生产任务往前
赶。”公司总经理左光元说。

据了解，广元秦川印象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农产品加工、
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等为一体的企
业，业务范围涉及食用菌、食用植物
油、木耳等当地生态农特产品的分选
包装、加工及销售。公司现拥有配套

的农产品加工、仓储（冷链库）中转、
销售运营中心，打造了“秦川印象”
“秦川优品”等农产品品牌。近年来，
该公司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在扩大规
模、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下足功夫，
力争生产效率再提高、产值再翻番，
今年截至目前，已完成工业产值
2000万元，同比增长 5%；正在修建
中的二期厂房，占地 2700平方米，预
计今年 11月底投产。

企业“跑起来”，经济“热起来”。
步入广元市旭航构件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3600 吨的全自动铝型材挤压
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成批铝型材源源
不断地从生产线输出，同样呈现出一
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作为朝天区招商引资的重点企
业，广元市旭航构件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自 2019年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大
型工业铝型材研发、生产、深加工于
一体的智能化生产，公司现有铝合金
生产线 2条、型材生产线 2条、铝合

金模板生产线 2条，年产铝合金型材
能达到 3万吨，铝合金模板产量达
120万平方米。近年来，该公司通过
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利用产品优势，
带动下游合作企业 30余家，订单规
模显著增长，保持了产销两旺的发展
态势。
“目前，我们公司还有大概 10万

平方米铝型材的订单正在加紧生产
中。今年公司全年目标任务是生产铝
型材 35万平方米，截至 8月底，公司
已生产铝型材 26万平方米、实现销
售收入达 2亿元，我们非常有信心超

额完成任务。”该公司安全科科长陈
兴军告诉记者，“公司新增加的一条
5500T生产线正在加紧建设，投产后
产能预计可以增加 25%以上；下一
步，公司还将增加铝合金家居产品的
研发生产，延长产业链，为来年的目
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马力全开的企业生产、接踵而至
的企业订单、产销两旺的火热景象，
绘出朝天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景
图。据统计，今年 1-8月，朝天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实现 34 亿元，
同比增长 1.31%。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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