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采购管理、规范采购行为、实施集中采购、落实采购政策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发挥财政政 策功能，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

益，促 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力地

推动了全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在此基础上，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财政部将围绕“十二五”期间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指导思

想和目标任务，进一步推进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突出

“继续强化 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管职能，规范财政支出管理，推

动源头治理和预防腐败；注重发挥政府采购调控经济社会发展

职能，体现和实现公共财政政策的管理目标”这两条主线、做到

“坚持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与财政整体改革统筹推进，不断提高

财政支出综合监管水平；坚持规范操作与提高效率并举，优化

采购流程，规范采购行为；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发

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调控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国内改革与

对外谈判协同，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需要，积极开展国内

相关配套改革”等四 个坚持、实现四 个突破。四 个突破主要包

括：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实现新突破；政府采购标准化建设实现新

突破；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实现新突破；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

新突破。为此，王保安强调，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需抓好

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加强政府采购计划管理、推动政府采

购操作执行规范化 管理、推动政府采购监管方式创新、发挥政

府采购政策功能、构建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格局、建设专业

化的政府采购从 业人员队伍等7个方面的工作，推动中央单位政

府采购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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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86.29亿元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1～8月，全国财政收入74 286.29

亿 元，同比增长30.9% 。1～8月，中央本级收 入38 184.05亿

元，同比增长27.5% ；地方本级收入36 102.24亿元，同比增

长34.7% 。财政收 入中的税收收 入 64 880.09亿元，同比增长

28.3% ；非税收入9 406.2亿元，同比增长51.8% ，主要是按有关

规定将原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数据还显示，8月，全国财政

收入7 546.37亿元，同比增长34.3% 。其中，中央本级收入4 036.84

亿元，同比增长35.1% ；地方本级收 入3 509.53亿元，同比增

长33.4% 。财政部表示，8月财政收入 增幅较高，除受经济增长

和价格上涨带动外，主要是清缴4～6月石油特别收 益金收 入

合计529亿元集中在本月入库，剔除此项特殊因素后，全国财

政收 入增长25% 左右。受经济增速略为放缓和 9月份起实施个

人所得税 改革等因素影响，后几 个月全国财政收 入增幅将会

有所回 落。

▶5 485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5 485

亿元，同比多增93亿元。8月份住户贷款增加1 888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 87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 010亿元；非金融企

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3 60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 588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 011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917亿元。数

据还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M 2）余额78.07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5% ，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2个和5.7个百分点；狭义

货币（M 1）余额27.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2% ，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低0.4个和10.7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 0）余额4.58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 。8月份净投放现金592亿元，同比多投

放213亿元。存款 方面，8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6 962亿元，同比

少增3 73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265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

增加3 710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1 015亿元。外币存款余额2 561

亿美元，同比增长14.5% ，当月外币存款增加 84亿美元。

▶27.1%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 288.7

亿 美元，同比增长27.1% 。其中出口 为1 733.1亿 美元，单月增

速继续回 升，同比增长24.5% ；进口 达1 555.6亿 美元，增长

30.2% ，月度进口规模刷新今年3月份创下的1 522.6亿美元的历

史纪录。据海关统计，前8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3 525.3

亿美元，增长25.4% 。其中，出口 12 226.3亿 美元，增长23.6% ；

进口 11 299亿 美元，增长27.5% 。贸易顺差927.3亿 美元，减少

10% 。前8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2 426.9亿 美元，增长

32.1% 。其中出口 5 926.7亿美元，增长30.5% ，高出同期出口总

体增速6.9个百分点；进口6 500.2亿美元，增长33.7% ，高出同

期全国进口增速6.2个百分点。一般贸易项下出现逆差573.5亿美

元，扩大79.1% 。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 8 460.7亿 美元，增

长15.8% ；进口 3 080.7亿美元，增长15.1% 。加工贸易项下的顺

差为2 299.3亿美元，扩大17.9% 。

▶11 735亿美元

北京时间9月1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截至2011年7月底的世

界各国及地区持有美国国债的状况。7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

计11 735亿美元，高于6月的11 655亿美元，环比增持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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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位列各国及地区之首。中国已连续四 个月增持美国国债。7

月底之前的四 个月中国总计增持美国国债286亿 美元，增幅为

2.5% ，其中4月增持76亿美元，5月为73亿美元，6月为5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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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经济政策促进节能减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9月14日表示，为加强节能

减排管理，国务院印发的《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从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四 个方面提出了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经

济政策。关于价格和收费政策。一是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产品价格关系。推行居民用

电、用水阶梯价格。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办法。二是对能源消

耗超过国家和地区规定的单位产品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企业

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三是严格落实脱硫电价，研究制定燃煤

电厂烟气脱硝电价政策。四 是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费政策，研究

将污泥处理费用逐步纳入污水处理成本问题。五是改革垃圾处

理收费方式。关于财政政策。一是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

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二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继续

支持企业实施节能减排项目。三是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强制

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关于税收政策。一是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

排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二是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将

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计征办法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并

适当提高税负水平。三是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

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四 是完善和落实资源

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五是调整进出口

税收政策，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关于金融政策。加大金

融机构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合

节能减排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模式；引导各类创业投资企业、股

权投资企业、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对节能减排的投入；

提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贷款门槛等。

▶中央财政参股创投基金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为加快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实施，加强资金管理，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下发《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

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中央财政参股创投基金促进新兴产业发

展等有关事宜。根据办法，参股基金管理遵循“政府引导、规范管

理、市场运作、鼓励创新”原则，其发起设立或增资、投资管理、

业绩奖励等按照市场化 方式独立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央

财政出资资金委托受托管理机构管理，政府部门及其受托管理

机构不干预参股基金日常的经营和管理。参股基金由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共同组织实施。办法明确，参股基金投资应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每支参股基金应集中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领域。对于中央财政出资资金的权益，办法指

出，中央财政对每支参股基金的出资，原则上不超过参股基金注

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20% ，且与地方政府资金同进同出。对投

资于初创期项目资金比例超过参股基金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

70% 的参股基金，可适当放宽中央财政出资资金参股比例限制。

▶再制造试点范围将扩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发出通知，决定扩大再制造试点

范围，继续组织开展再制造试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适当扩大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范围。继续开展发动机、

变速器等产品再制造，增加传动轴、机油泵、水泵、助力泵等部

件开展再制造。同时将开展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再制

造试点；鼓励再制造技术公 司为冶金、矿山、化 工等行业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开展专业化再制造服务试点；探索完善

可再制造旧件回收和再制造产品销售渠道，开展相关网络建设试

点；加强再制造相关专业化国产装备生产和产业化应用。据了解，

试点工作将在全国选择部分有代表性、具备再制造基础的企业，

继续探索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政策、管理制度和监管体系，为建立再

制造相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流通监管体系等提供经验。

▶我国将推动新材料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新材料是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对于支撑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工 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新材料产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即将发布实施，未来将遵循五个原则推动

新材料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一是坚持市场导向，围绕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

规 划政策引导和体制机制创新，加 大新材料推广应用和市场培

育。二是强化创新驱动，加大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力度，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努力突破制约新材料发

展的核心 技术和关键装备，着力提高新材料自主创新能力。三是

突出发展重点，加快发展科技含量高、产业基础好、市场潜力大

的关键新材料，选择最有可能率先突破和做 大做强的领域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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