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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蛋糕切分规则：官紧民裕
　　14 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
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坚持政府
过紧日子、让人民过好日子；
减税降费等支持实体经济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惠企利民
政策措施要落实到位。两者都
直指“钱袋子”：国库花销、
企业荷包。
　　受益于经济恢复成效明
显，今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呈
现恢复性增长。1-5 月累计，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
长 24.2%。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7.3%。但随着提高企业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新增减
税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同时受
去年下半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
影响，预计全年收入增幅呈现
前高后低走势，财政收支总体
上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
调，尽管当前财政形势向好，
但压缩“三公”经费不能放松，
要严肃财经纪律，不得违规“开
口子”增加行政运行成本。
　　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由来
已久。上月公布的 2020 年中
央决算报告显示，去年中央本

级支出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
刚性支出压减 50% 以上。中央
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
出合计 29.86 亿元 (人民币，
下同 )，比预算数减少 25.31
亿元。
　　今年，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持续压减。1-5 月，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扣除部分支
出拨付时间比去年有所延后因
素影响后下降 3.3%。中国人
民大学政策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俞明轩认为，近年来中央部门
主动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从

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
出。同时，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去年部分因公出国 (境 )、外
事接待任务未实施，公务用车
支出和公务接待支出减少。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
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
说，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
严肃财经纪律，不准政府违规
支出，这是统筹财政资源，集
中财力支持高质量发展。
　　同样受益于经济恢复成
效明显，1-4 月中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 1.06 倍，两年平均增长
22.3%。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
上涨抬升企业成本，中小微企
业困难较大。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
调，已确定的减税降费、稳岗
扩就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惠企利
民政策措施要落实到位。管好
用好养老、教育、医疗、住房
等民生资金，决不允许侵占挪
用。保证公共资金、公共财产
安全，向人民负责。

中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施行 完善“电子眼”执法规定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15 日起正式
施行。新法对包括“电子眼”
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在内的“非
现场执法”进行了完善。
　　行政处罚法是为了规范行
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
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
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律。
　　中国于 1996 年制定行政
处罚法，于 2009 年、2017 年

对其两次修正，并于今年 1月
进行修订。
　　新法在“非现场执法”方
面，对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质
量要求、设置、使用和程序等
作出了全面规定，实现了五个
“确保”：
　　确保采用非现场执法方式
于法有据；确保电子技术监控
设备质量过关、性能完备；确
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科
学合理、公开透明；确保电子
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内容准确无

误、客观全面；确保电子技术
监控设备记录信息有效告知当
事人。
　　新法强调，利用电子技术
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
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
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
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设
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
　　这一最新修改是对中国现
存问题的立法反映。近些年，
一些滥设乱设“电子眼”抓拍
交通违法行为，产生“天量罚

单”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暴
露出相关问题。
　　如何保障新规落地？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处
长张晓莹表示，有关立法机关
应当及时清理相关规定，对于
超出权限作出的非现场执法规
定进行清理。同时，应当及时
补充法制审核、技术审核、公
布设置地点等手续，及时检定
相关设备，及时优化技术手段。
　　除完善非现场执法外，新
法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程序，

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如明确，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
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
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
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
要求执法人员出示证件。
　　同时，根据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实际，新法还规定，发生
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
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
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
处罚。

工信部“反诈”出新招 启用 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公安
部 14 日在京举行 12381 涉诈
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启动仪式，
正式启用 12381 涉诈预警劝阻
短信系统。
　　该系统首次实现了对潜在
涉诈受害用户进行短信实时预

警，最大限度为民众避免损失。
　　该系统可根据公安机关提
供的涉案号码，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分析发现
潜在受害用户，并通过 12381
短信端口第一时间向用户发送
预警短信，提示用户可能面临

“贷款”“刷单返利”“冒充
公检法”“杀猪盘”等 9类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
　　当用户接收到 12381 涉诈
预警劝阻短信时，说明正遭受
网络诈骗侵害，应提高警惕，
及时中止与诈骗分子联系或止

付资金，如有疑问可拨打公安
机关 110、96110 号码进行咨
询。该系统不关联用户个人信
息，全程无人工干预，部署了
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等防
护手段，可有效保障个人信息
安全。

　　下一步，工信部将进一步
加强与公安机关密切协同配
合，全力推进反诈各项重点工
作，形成“标本兼治、协同联
动”长效机制，坚决遏制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