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长王毅：

(上接第1版)
“中央要求消除隐形壁垒 ，

我们一直在探索研究三地医保对
接、 教育办分校资质互认、 职称
晋升等问题。” 李士祥说， 如果
这些问题能够突破， 三地协同将
更加深化。

交通治堵：
４６个具体工作将逐步落实

未来会不会单双号限行常态
化？ 拥堵费什么时间实施？ 这些
问题不少媒体都着急问。 李士祥
明确表示， 不会草率提出单双号
限行， 拥堵收费正在研究中。

李士祥说， 北京是否实施单
双号限行需要考虑两个前提： 一
是重大国事， 二是极端天气。 相
关应急预案正在修改， 会请环保
部和专家论证。 极端天气到来的
时候， 可考虑先停国一、 国二、
国三标准的车， 把小轿车排在这
个之后 ， 大排量污染源先停 。
“先解决重大国事 、 极端天气 ，
再进一步研究。”

“拥堵费的问题 ， 不是为了
收费而收费 ， 更不可能 ‘拍脑
门’， 需要从降低小汽车使用强
度的角度认真研究。” 李士祥说，
收拥堵费的问题， 现在行业主管
部门和法制部门在研究论证， 但
这并不意味着３月份就出台， 是
有程序的， 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

础上。
对于停车的问题， 李士祥表

示， 需要有序、 有位、 有价。 北
京市将投入建设停车设施。 停车
收费的价格， 需要区分区位、 区
域。

展望未来一年交通拥堵治理
的工作， 李士祥表示， 北京确定
了４６项具体任务。 其中一个重要
内容是建设道路微循环。 “路网
密度不够， 衔接不够， 在西城区
要打通２８条断头路， 东城区要打
通２２条断头路。” 李士祥说， 这
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 很多中
央单位、 部队给了大量支持， 允
许拆墙让道路通过。

据了解， “十三五 ” 期间 ，
北京将建成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１０００公里， 还将建成１０００公里市
郊铁路。 到 “十三五” 末， 北京
市地铁、 公交、 自行车、 步行等
绿色出行的比例将达到７５％。

治理污染：
下大力气 “各个击破”

近年来， 北京市对于大气污
染治理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力度。

李士祥透露 ， 北京市在控
车、 压煤、 降尘， 控制工业污染
等方面将下大力气一件一件抓，
“我们对治理好大气污染充满信
心。”

在控车方面， 北京市将继续

控制小汽车的使用强度。 “小汽
车尾气对空气污染的贡献率达到
三分之一。” 李士祥说， 在极端
天气下， 我们尤其要控制机动车
尾气排放， 特别是控制国一、 国
二、 国三标准的机动车的使用强
度。

在压煤方面， 两年来， 东北
燃气热电中心、 西北燃气热电中
心相继建成投运； 京能、 国华、
高井燃煤电厂相继关停……北京
市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 全市
燃煤总量压减到１２００万吨以内 。
“今年将采取煤改气等方式继续
调整， 目标是将燃煤的使用量压
减到９２０万吨 。” 李士祥说 ， 同
时 ， 今年还要加大城乡接合部
４００个村散煤的燃烧治理。

对于扬尘治理 ， 李士祥表
示， 北京还是建设中的城市， 东
城西城还有一定量的棚户区改
造。 北京基础设施包括道路、 停
车设施还有一定的建设任务。 在
保证城市建设的基础上， 扬尘污
染必须牢牢治理。

在调整工业污染方面， 北京
市两年间已经关掉污染企业７３０
家 。 “我们的目标是１２００家 。 ”
李士祥说 ， “这些企业不是疏
解， 而是就地淘汰。 我们绝不能
把污染源转移出去， 必须下狠心
就地淘汰。 这要付出一定的财政
支出， 同时要安置好就业转移。”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 北京奔驰
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工首席技
师赵郁就如何破解制造业技能人
才短缺的瓶颈， 加强和改进职业
教育，培养技能人才提出建议。

在调研中赵郁发现， 就业率
越来越高、 甚至供不应求的职业
院校招生却越来越难。

赵郁还发现， 存在职业院校
毕业的学生进入企业需经过再培
训的问题。 一些学校的课程设置
没有问题， 但与企业的实际需求
脱节严重， 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
缺少默契合作， 教师缺乏深入企
业的实践。

此外， 技能人才向上发展无
动力。在调研中，一些职业院校的
师生反映，高职生到了企业后，经
过若干年的努力和积累， 还会因
没有本科学历和学位证书难以晋
升，再次输在起跑线上。

为此，赵郁提出了《关于重视
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的建
议》，从加快修改《职业教育法》，
优化教育布局、 重视应用型人才
培养、 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的环境
三个方面来解决。

赵郁建议，结合贯彻国家“十

三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建设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的要求，加快修改《职业
教育法》的步伐，使新的《职业教
育法》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
过《职业教育法》的修改，释放更
多的改革红利， 促进职业教育的
健康发展。

赵郁建议， 将技能人才短缺
问题列入有关部门重点研究的课
题，借鉴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职
业教育的先进经验， 尊重职业教
育发展的规律， 引导职业院校走
校企合作、课堂与职场衔接、课程
开发与产业需求相融通的创新与
特色发展之路。同时，也应引导更
多综合类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
型，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人才。针对
招生易却就业难、 招生难却就业
易的课题， 制定教育战线 “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的措
施，并严格落实，让职业教育成为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赵郁建议， 要鼓励更多的年
轻人走技能成才之路，需要政府、
社会、学校、企业共同努力。要进
一步宣传职业教育发展和技能人
才培养的重大意义， 同时也需持
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作用、 技能
人才的作用的宣传，形成“崇尚一
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
氛围， 提升新时期技能工人的社
会地位， 增强技能人才的光荣感
和责任感。 用人单位应为技能人
才全面发展提供平等的发展通
道， 制定相对应的薪酬机制激励
高技能人才， 制定相对应的考评
机制拓宽高技能人才的成长之
路。 不再设立学历和学位的发展
障碍， 让更多的年轻人传承中国
工匠精神，专心专注钻研技能，努
力使我国成为技能人才强国。

本报记者 马超

加快修改《职业教育法》
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访全国人大代表、市总工会副主席赵郁

■代表委员访谈

1000亿元预算安置去产能分流职工
扩增的赤字如何使用？ 财税

改革缘何进度缓慢？ 个税改革有
无时间表？ 地方债务风险几何？
……７日上午， 财政部部长楼继
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
行的记者会上， 就财政工作和财
税改革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
提问。

政府 “加杠杆” 支持全
社会 “降杠杆”

今年财政赤字率为３％， 比
去年实际赤字率提高０．６个百分
点。 楼继伟说， 扩大赤字， 就是
政府 “加杠杆”， 从而支持全社
会通过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等 “降杠杆”。 “只要全社会的
杠杆能够逐步降下来， 政府的杠
杆也逐步可以释放。”

楼继伟说， 扩增的赤字要保
重点支出， 要优化支出结构， 按
照可持续、 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
生支出，严控甚至压减“三公”经
费增长。 相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
付支出， 给地方更多自主可支配
的财力。 按照脱贫目标增加扶贫
支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

此外 ， 中央基建支出安排

５０００亿元， 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
权的、 跨域的、 公益性比较强的
重大基建支出项目。 对于１０００亿
元去产能专项奖补资金， 将在今
明两年各安排５００亿元， 主要根
据各地完成去产能任务情况给予
支持， 与去产能规模挂钩， 并考
虑需安置职工人数和当地财政困
难程度等实行梯度性奖补。

全面实施营改增是今年
硬任务

此前预期力争２０１５年全面推
开的营改增推至今年 ， 楼继伟
说 ，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
“５月１日全面实施营改增” 的时
间表， 军令状已经下了， 这是今
年的硬任务。

楼继伟说， 营改增改革情况
复杂 ， 去年财政收入情况不太
好 ， 而剩下的建筑业 、 房地产
业、 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一揽子
纳入改革则是最大的难点， 因为
改革任务量大，涉及企业多，其中
生活服务业占大头， 四个行业占
了大致９６０万户， 对应营业税１．９
万亿，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约８０％。

楼继伟说， 最后几个行业一

起推， 为了打通抵扣链条， 实现
完整的消费型增值税。 尤其此次
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的抵扣链
条 ， 非常有利于企业去投资 。
“我们要鼓励投资，特别是鼓励高
质量的投资， 企业自主进行的投
资可以抵税。 ”楼继伟说，不动产
抵扣还要有个消化过程， 最终做
到行业不增负。 对中央和地方财
政收入来说都会减少， 但地方减
的多， 会以过渡性办法解决。

个税法草案今年提交全
国人大审议

针对社会关注的 “个税起征
点是否还会上调” 问题， 楼继伟
说， 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
除标准不是个税改革方向。 目前
个税改革方案已提交国务院，今
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
议。

楼继伟说， 推进个税改革很
复杂， 首先税政比较复杂， 执行
也很复杂， 需要健全个人收入和
财产的信息系统， 需要相应地修
改相关法律。 对于社会关注的扣
除标准问题， 他透露总的方向是

把１１个分项综合起来再分类扣
除， 而不是简单按统一标准做工
薪项下的扣除， 需要研究的内容
很多， 包括个人职业发展、 再教
育费用的扣除； 满足基本生活的
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的扣除；
抚养孩子费用的扣除以及如何扣
除赡养老人费用等。 下一步将根
据条件分步实施， 先做一些比较
简单部分， 再随着信息系统、 征
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完
善改革。

政府借债不能用于 “吃
饭”

对于外界关注的政府债务空
间问题， 楼继伟说， 目前我国政
府债务约占ＧＤＰ比重４０％， 在可
比国家中是较低。 未来还有一定
的发债空间， 关键要把债务空间
利用好， 重点支持供给侧的结构
性改革， 增强经济活力。

“不能把赤字空间都用在基
本支出上、 一般公共支出上， 那
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楼继伟说，
对此要保持 “黄金原则”， 把债
务用于资产而不是用于 “吃饭”。

“‘吃饭’ 靠借钱不行， ‘吃

饭’ 要靠发工资， 借钱可以买房
子， 用今后的工资收入来还它，
按揭是可以的， 我们保持了这条
防风险的底线。”

对于如何防范政府债务风
险，楼继伟说，中央政府债务问题
不大，还有继续发债的余地。关键
要防止地方政府在《预算法》规定
之外出现新的债务口子， 各级财
政将加大力度规范管理。

今年地方到期债务５万
亿 将继续 “置换”

对于舆论关注的地方债务风
险问题， 楼继伟说， 关键在于规
范债务管理。 去年全国人大核准
了地方债务余额１６万亿 ， 其中
１５．４万亿是２０１４年底以前的地方
债务存量。 存量债务中只有１万
多亿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过的债
券， 剩下都是非规范的债务。

楼继伟说， 去年经过批准下
达各地３．２万亿到期存量债务的
置换债券， 今年统计的地方到期
债务还有５万亿左右，继续允许地
方发行债券置换到期的债务。 “恐
怕明年还要做一些，基本上就把
到期的债务置换了。” 据新华社

财政部长楼继伟回应财税改革热点

【全国两会】 03２０16年 3月 8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卢继延│美术编辑 赵军│校对 李亚楠│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新华社电 外交部部长王毅7
日表示， 外交部积极支持中国企
业 “走出去”。

当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浙江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审查 “十三五” 规划纲要草案 。
前来听取意见的外交部部长王毅
说， 非洲是我们产能合作的重点

方向之一， 非洲的产能结构和我
们有高度互补性 ， 非 洲 国 家 也
普 遍 意 识 到 不 能 仅 仅 依 靠 资
源 型 产 品 ， 要 加 快 工 业 化 进
程 ， 走经济多元化道路 ， “我
们合作的方向跟他们的需求是完
全吻合的。”

当前中非的合作 “更多地

向 投 资 和 产 能 合 作 领 域 ， 国
家 层 面 把 非 洲 作 为 对 外 产 能
合 作 的 主 要 方 向 。 ” 王 毅 说 ，
非 洲 国 家 需 要 的 设备 、 技术 、
管理、 人才， 包括融资的支持 ，
我 们 都 可 以 提 供 ， 这 与 我 国
“走出去 ” 的大方向是完全一
致的 。

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