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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公经费

7月将公布

三公经费支出

谢旭人6日表示，今年将
会继续严格控制“三公”经费，
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深化部
门预算改革，强化制度建设，
完善预算分配机制，进一步加
强“三公”经费预算的编制和
执行管理，大力推进建立和完
善厉行节约的长效机制。2010

年到2012年，一般情况下按照
零增长来安排“三公”经费，同
时进一步有所压缩。

到今年7月份，中央决算
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
准以后，我们将进一步公布
2011年“三公”经费支出的情
况和2012年“三公”经费预算
的情况。

关键词：财政资金

办好6件

民生大事

有记者问，今年如何花好
12 . 43万亿元的财政资金，让
老百姓更多地感受到公共财
政的阳光呢？

谢旭人回答，从中央财政
预算安排来看，用于人民群众
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
住房、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
1 3 8 4 8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9 . 8%。今年我国集中财力进
一步办好几件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大事。

第一件，要进一步加大教
育投入，确保实现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4%的目标。第二件，进一步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实现新型农村和城市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第三件，
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进一步提高新农合以及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
政补助标准。第四件，扎扎实
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今年还要新开工700万套以上
保障性住房。第五件，大力促
进文化发展繁荣，保证公共财
政用于文化方面的支出增长
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
增长的幅度。第六件，要加大
强农、惠农、富民政策。

关键词：工资

建立工资

正常增长机制

谢旭人称，今年要进一步
落实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减
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同时也
减轻个体工商户所得税负担。

此外，谢旭人强调，要实
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实
好最低工资制度，同时要促进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
制。

据新华社

本报讯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新闻中心6日举行的记者会
上，针对财政收入增长超过GDP的
增长是在与民争利的担心，财政部
部长谢旭人解释，我国财政收入增
长较快，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国民经
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企业效益
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刨去物价因
素和政策性因素，实际增幅与GDP
的增长基本上比较接近。

谢旭人透露，今年1月份到2月
份中国财政收入增长11%左右，扣
除一些非税收入，税收收入在今年
前两月的增长实际为 8%至 9%。

2011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首次突
破1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4 . 8%，
创下历史新高。谢旭人表示，去年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为9 . 2%，而
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4 . 8%和中央财
政收入增长20 . 8%，都明显高于
9 . 2%。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首先，财政收入高于GDP的增
长是因为价格因素，财政收入是以
现价计算，而GDP以不变价，即多
年以前的价格来计算的。如果是按
照现价计算的话，去年中国GDP的
增幅应该是17 . 4%，这个增幅与财
政收入增长基本上比较接近，特别

是与中央财政收入增幅相比也就
差2至3个百分点，谢旭人指出。

此外，财政收入由19个税种收
入构成，这些税收并不都对GDP征
收。去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了2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增25 . 4%，进口贸易量增25%，这
些因素加起来，财政收入的增幅
就大大高于了GDP的增幅。近几
年 ，进口环节税收也随之大幅增
长。但在计算GDP的时候，进口量
是一个减项，所以进口增长越快，
税收会增长快，但是对GDP是一个
往下拉的关系。另一个很重要的因

素是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到了预
算管理，公共财政收入因此实现较
快增长。

谢旭人明确指出，财政收入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收入增长
以后，通过预算安排用于保障和改
善民生，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以劳
动报酬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生产生
活补贴等多种形式转移给了城乡
居民个人，这些也是城乡居民个人
收入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因
此，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并非简单
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据新华社、中新社

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是否与民争利
谢旭人回应质疑：实际增幅与GDP的增长基本接近

据新华社3月6日电 6日，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
亚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财政部
部长谢旭人就“当前的财政政策
和财政工作”回答中外记者的提
问。谢旭人表示，财政税务部门已
经会同有关部门，与上海、重庆两
市人民政府一起，认真总结他们
的试点经验，想在这个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的方
案，适当扩大试点范围，积极稳妥
地加以推进。

谢旭人表示，我们开展对一
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

从去年初开始在上海和重庆进行
试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和
重庆两市的改革试点进展还是比
较顺利的，运行平稳。推进房产税
改革试点，有利于引导居民合理
的住房需求，有利于促进进一步
发挥税收的作用来调节收入分
配，所以我们现在财政税务部门
已经会同有关部门，与上海、重庆
两市人民政府一起，认真总结他
们的试点经验，想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的方
案，适当扩大试点范围，积极稳妥
地加以推进。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正在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的方案

房产税试点拟适当扩大范围

房产税落地济青，还远吗
委员发表观点：山东若试点首选是青岛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杨凡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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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初开始，我
国开始在上海和重庆
进行房产税试点。重庆
市市长黄奇帆证实，试
点一年的重庆房产税
效果非常好，包括3000
多套别墅、6000多套高
级公寓，一年收税 1亿
元，缴税率达到 9 7%，
建议将房产税向全国
推广。

对此，全国政协委
员、山东财经大学郭松
海教授表示赞成。“开征
房产税，一是可以抑制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

行为。二是在一定程度
上促使收入和财产的合
理分配；三是房产税作
为地方税，是地方政府
重要而稳定的税源。”

但全国政协委员、
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
达对此坚决反对。“上海
房产税收入几千万元，
重庆1亿元，这能作为税
收主体吗？现在房价有
所降低，但除了重庆、
上 海 ，别 的 地 方 没 房
产税，谁认为现在房价
降低是房产税起作用了
呢？”

业内普遍认为，一
旦北京成为房产税试
点，扩大房产税试点势
在必行。

中原地产三级市
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
认为，最近，在武汉、南
京等二三线城市推出
房产税试点的可能性
很 大 ，较北京更有可
能。

全国政协委员、河
南台兴房地产公司董事
长王超斌说，“房产税可
以开征，但要在几个大
城市逐步推开，像一些

小城市的房价本来很
低，你再征房产税是没
有意义的。”

房产税究竟会否在
二三线城市推开？从有
关部门的态度能看出
一 些 蛛 丝 马 迹 。有 媒
体 报 道 ，国 税 总 局 相
关人士表示，按照中央
的部署，房产税不会马
上推广至全国，但是试
点城市会逐年增加，今
年有可能会增加三到五
个城市，但是具体按照
什么标准来选择城市仍
在研究。

3月 6日下午，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称适当扩大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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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争议仍存

试点城市或增三五个

之房产税改革

郭松海表示，全国
40个重点城市个人住房
信息系统与住建部联网，
包括济南、青岛。“但就我
省来说，如果要推行房产
税试点，肯定在青岛，不
会在济南。因为青岛前期
做了大量的工作，房产权
属、档案资料等都做了大
量调查，最具备开征房产
税的有利条件。”

郭松海建议，如果要
征收房产税，就要实行差
别性的税收政策，区分消
费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

“在消费环节，对第一套
自用普通住房，一般实行

免税，如面积超出普通商
品房面积标准二倍的,可
对超出部分按规定缴纳
房产税。对第二套住宅可
按面积征税，如二套住宅
面积超出普通商品房标
准的,对超出面积可按较
低税率如0 . 5%征收。对
三套住宅或三套以上住
宅，应按套数或按面积实
行累进制税率，其税率高
于1%。”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
大学教授蔡继明则表示，
开征房产税后，限购令就
可以放宽了，保证房地产
市场的健康发展。

重庆市对独栋商品
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
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
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
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倍以
下的住房，税率为0 . 5%；3

倍 (含 )至 4倍的，税率为
1%；4倍(含)以上的税率为
1 . 2%。在重庆市同时无户
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
人新购第二套(含)以上的
普通住房，税率为0 . 5%。

可实行累进制税率

格相关链接

上海的房产税税率
分为0 . 4%和0 . 6%两档。征
收范围包括上海市居民家
庭在上海市新购且属于该
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

的住房和非上海市居民
家庭在当地新购的住房。
上海市居民家庭人均不
超过60平方米的，其新购
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

上海：税率分为0 . 4%和0 . 6%两档

重庆：税率最高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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