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6％、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11.4％……国家税务总局
13 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
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绿
色低碳转型提速，在工业运行、新动能
产业、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领
域呈现亮点。

工业运行总体平稳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全 国 工 业 企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6％。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5.3％，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

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发
展 向 好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5％ 和
10.5％。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高 技 术 产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1.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
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13.7％和 8.6％。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7％。

“两新”发展势头良好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全国企
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 6.5％。
受国家鼓励、地方支持和企业让利等因
素带动，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
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10.2％和 6.5％；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
售、卫生洁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3.9％
和10.5％。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销售收入同比
增 长 11.4％ ，其 中 9 月 份 同 比 增 长
12.7％。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技
术 服 务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2.5％、18.7％和6％。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交通运输物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全国省际间销售额同比增长
2.5％，较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总体增速
快 1.1个百分点，反映省际间商品服务
贸易较为畅通。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税务部门将继续不折不扣落实好已
明确的各项税费支持政策，配合相关部
门及时研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进一步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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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天气 早知道

本报10月 13日讯 十月的美好
是冷热适宜的舒适天气，是藏在风里
的桂花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市
迎来了舒适天气。来自气象部门的最
新预报显示，下周全市南北风交替，17

日前后有明显降雨。
13 日夜间，全市范围出现降雨，

偏南风风力也短时增大。14日上午，
我市仍有分散性阵雨出现，随后逐渐
恢复为晴朗的天气，风力减弱为3到4
级。各区市的最高气温差别不大。本
周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17日前
后全市有明显降雨。气温变化较大，
全市最低气温 6℃～18℃，最高气温

12℃～26℃。南北风交替，风力 3～4
级，17日到19日，南风转北风陆地5～
6 级阵风 8 级，近海海域 7～8 级阵风
10级。

随着时节推移，树叶也像是打翻
了的调色盘，给城市呈现出五彩斑斓
的景象。气象专家表示，青岛的秋天，
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一幅绚丽画卷，
而秋叶之美便是这画卷中最为浓墨重

彩的一笔。这其中，气象因素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温和的温度、湿润的
海洋气候、适宜的降水以及丰富的树
种，共同造就了青岛秋天如诗如画的
秋叶景观。无论是在公园、街道还是
山区，都能欣赏到大自然赋予的这份
美丽礼物。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徐美中）

9 月 26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
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在 10 月
12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
负责人介绍了“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
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
况，明确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
对性增量政策举措。

较大规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
关发展和安全，事关财政可持续发
展。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4 年
以来，经履行相关程序，财政部已经安
排了 1.2 万亿元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
解存量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
账款。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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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支持地方
化解债务风险。

“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
向社会作详尽说明。”蓝佛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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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服务实体经
济的主力军，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
石。资本是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本
钱”。“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必要
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副
部长廖岷说。

廖岷称，财政部将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的原则，积极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
渠道筹集资金，稳妥有序支持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
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金融管理部门成立
了跨部门工作机制。目前，正在等待各
家银行提交资本补充具体方案，各项相
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政策组合拳支持推动房
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聚焦房地产领域，廖岷表示，下一
步，将坚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
量，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
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
支持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回收符合条
件的闲置存量土地，确有需要的地区也
可以用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目。“这项政
策，既可以调节土地市场的供需关系，减
少闲置土地，增强对土地供给的调控能

力，又有利于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
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廖岷说。

二是支持收购存量房，优化保障性
住房供给。用好专项债券来收购存量
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继续用
好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三是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税收政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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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还将进一步研究
加大支持力度，调整优化相关税收政策。

“我们将持续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
政策的协调，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加
强新老政策的衔接，打好组合拳，坚定不
移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廖岷说。

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
助困力度

为支持学生安心求学、成长成才，
我国已建立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
参与的全方位资助体系。财政部副部
长郭婷婷介绍，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
门从奖优和助困两方面，分两步调整完
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第一步，在 2024 年推出四方面政
策措施。

一是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每年6万
名增加到 12 万名；硕士生国家奖学金
名额，从每年3.5万名增加到7万名；博
士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每年1万名增
加到2万名。

二是提高本专科生奖学金奖励标
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从
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本专
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从每生
每年5000元提高到6000元。

三是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
标准。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平均资助
标准从每生每年3300元提高到3700元。

四是加大国家助学贷款支持力度。
第二步，2025年提高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奖励标准。同时，还将提高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提高中等职业学校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并扩大资助范围。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证必要的
财政支出。对此，蓝佛安表示，将从有效
补充财力、切实保障各项重点支出、用足
用好各类债务资金三方面着力，保持必
要的财政支出强度，确保重点支出应支
尽支，发挥好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推动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据了解，目前，增发国债正在加快
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在陆续下达使
用。专项债券方面，待发额度加上已发
未用的资金，后三个月各地共有 2.3万
亿元资金可安排使用。

“下一步，要研究扩大专项债券使
用范围，健全管理机制，保持政府投资
力度和节奏，合理降低融资成本，切实
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部副部长王东
伟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17日前后我市将有明显降雨

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调整完善大学生奖优助困政策
一揽子针对性增量政策近期将陆续推出 亮点多多

从税收数据透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亮点——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绿色转型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