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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末中国高铁里程达 2.9万公里 居世界第一

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2018 年末，我国铁路营
业总里程 13.2 万公里，全国
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 12.7 万
公里，境内民用航空颁证机场
共 235 个
　　“三张交通网”包括：发
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
广泛的基础网。“两个交通圈”

指国内出行和全球快速服务体
系
　　建设交通强国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
情、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9 月 24 日，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邀请交通
运输部等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
有关情况。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我国交通运输经历了从‘瓶颈
制约’到‘初步缓解’，再到
‘基本适应’的发展历程，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会上，交

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向记者介
绍了有关情况：
　　2018 年末，我国铁路营
业总里程达 13.2 万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5 倍；高铁从无
到有，达到 2.9 万公里，居世
界第一；全国内河航道通航总
里程达 12.7 万公里，是 1949

年的 1.7 倍，居世界第一；全
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
23919 个，是 1949 年的 148.6
倍；我国境内民用航空颁证机
场共 235 个，定期航班航线总
条数达 4945 条，是 1950 年的
412.1 倍。

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
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
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保持现有财力格
局总体稳定，建立更加均衡合
理的分担机制，稳步推进健全
地方税体系改革，建立权责清

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
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创造条件，确保让
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方案》提出三个方面的
政策措施：一是保持增值税
“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进一
步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各地因
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地
方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

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
营造主动有为、竞相发展、实
干兴业的环境。二是调整完善
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建
立增值税留抵退税长效机制，
并保持中央与地方“五五”分
担比例不变。为缓解部分地区
留抵退税压力，增值税留抵退
税地方分担的部分 (50%)，由
企业所在地全部负担 (50%) 调
整为先负担 15%，其余 35% 暂

由企业所在地一并垫付，再由
各地按上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
均衡分担，垫付多于应分担的
部分由中央财政按月向企业所
在地省级财政调库。三是后移
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
方。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
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
将部分在生产 ( 进口 ) 环节征
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
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

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
消费环境。
　　《方案》强调，实施更大
规模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
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调整中
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是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各
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
严肃财经纪律，推进配套改革，
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为市场主体创造法治保障营商环境
　　10 月 8 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 ( 草案 )》。这意味着我
国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现代市场体系道路上，又迈
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的营商环境，打造让
企业家、创业者安心干事创业
的发展环境，是从中央到地方
多年来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些
年，我国在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大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

发展环境方面取得了扎扎实实
的进步。不过，与建立规则公
开透明、监管公平公正、服务
便利高效、依法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合法权益的要求相比，还
存在一些差距。 
　　比如，在备受市场关注的
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中，还有
不少“玻璃门”或者“硬关卡”。
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公用
事业、社会事业和服务业等领
域的投资准入政策方面，对民
营企业违法违规设置各类显性
或隐性门槛等情形，在一些地

方仍时有发生。
　　比如，被媒体曝光的一些
违规收费问题，就是少数地方
违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政府行
政管理职能转化为有偿经营服
务的政策规定的表现。有些地
方企业反映注册容易取证难，
就是因为有些部门放权不彻
底，把原来的职能转移给中介
服务机构，而这些中介服务机
构又以评估、评级、咨询、评
审等名义设置各种门槛，增加
企业不合理负担。
　　再比如，长期为市场诟病

的拖欠账款问题，这些年中央
几次三番发文整顿、专项治理，
但从经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
区，仍时有发生。
　　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利
益问题，一些部门、地方和集
团只有自己的“小算盘”，没
有经济长远发展的“大棋盘”；
更是认识问题，属于“小心思”，
对民营企业总是怀着各种偏见
和情绪。在这种“小格局”和
“小心思”的影响阻碍下，中
央精神对企业的“政策红利”
被减损，市场主体的投资热情、

创业激情受到挫伤，企业研发
创新、做大做强的信心与市场
研判受到影响。
　　改善营商环境不可能毕其
功于一役。现在需要做的，就
是在提高政策措施的精准性、
针对性的同时，从根本上建立
管长远的法律和制度，依靠法
律制度建立高质量的社会信用
体系，营造高质量的营商环境，
提振企业投资信心，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