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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账本国家账本””传递今年国计民生十大信号传递今年国计民生十大信号

统筹：王艳

执行：全媒体记者 王艳 黄细英 林婷玉广东代表委员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移动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魏明：

建议加强APP“越界”收集信息治理

信号1

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
增加市场主体活力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全

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说，减税降

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减轻企

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短期来看，减税降费会对各

级财政带来压力，但长远来看，将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信号2

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增长14.9％：
积极促进就业创业

根据预算报告，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538.78

亿元，增长14.9％。将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

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分别提高至15万元和30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许锐说，实现稳

就业，需要财政、人社、税务、金融等部门共同发力，构建

协调、高效的服务体系。

信号3

赤字率2.8％：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安排全国财政赤字27600亿元，比

2018年增加3800亿元，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

为，适度提高赤字率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体现，有

助于通过财政手段激发经济活力，更好引导企业预期，增

强市场信心。

信号4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0800亿元：
聚焦重点建设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0800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9300亿元、专项债务21500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

云说，今年的地方政府专项债较上年大幅增加，为重点项

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可以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规

范举债的“前门”开好。与此同时，高度重视防范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

信号5

中央基建投资增加400亿元：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基建投资安排5776亿元，比

2018年增加400亿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今年要重点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基础设施

建设。要在支出项目、资金使用上加强管理，避免资金不

到位、不及时等问题。

信号6

养老金标准平均提高约5％：
提升“老有所养”保障水平

根据预算报告，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平均约

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院长刘小兵表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社保方面

支出的增幅，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水平，是

着力保障民生的重要体现。

信号7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18.9％：
聚焦脱贫攻坚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

1260.95亿元，增长18.9％，增量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

记栗翠田说，中央财政对脱贫攻坚加大精准投入，对专项

资金的科学分配、高效使用和全程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信号8

科技支出增长近10％：
进一步推动创新能力建设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安

排9134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长9.7％。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表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科技领域

是财政支出近年来发力的重要方向，支出规模逐年加大，

进一步推进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信号9

教育支出增长8％：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34800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长8％。中央财政支持学

前教育发展资金增长13.1％，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

划专项资金增长26.6％。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说，今年

国家财力虽然紧张，对教育的投入却继续增加，充分表明

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发展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才能托

起未来的希望。

信号10

一般性支出压缩不低于5％：
政府要过“紧日子”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

“三公”经费预算。中央财政带头严格管理部门支出，一

般性支出按照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

2019年财政支出需要扩大，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

府要过“紧日子”，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

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投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整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

突出问题”，长期关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魏明对此十分

赞同。

进入信息社会，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履职 7 年来，魏明长期关注个人信息保护

问题。2013 年，他提出完善网络信息保护立法维护公

民个人信息安全。今年，魏明提出了一个议案和一个

建议，建议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 APP“越

界”收集信息治理。

“一些APP‘越界’收集甚至非法窃取用户信息，令人

防不胜防，公民个人简直成了‘透明人’。”魏明说，黑客攻

击破坏等其他途径越界收集个人信息、滥用个人信息的案

例也不胜枚举。个人信息大量被非法收集、滥用，甚至违

法使用，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魏明认为，APP“越界”收集个人信息常态化的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当前法律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原则、范围、方

式界定不明确。

魏明表示，制定一部科学、完整、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

法律，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经刻不容缓。他提出了

《关于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并附上了草案。

他建议，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从个人信息概念

与范围、信息资源主管部门、监管机制、基本原则、适用范

围，个人信息收集主体、收集范围、收集程序、告知义务，个

人信息的储存与使用、更改程序、共享程序，执法程序、执

法手段、行业自律机制、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等方面，对个

人信息权利保护做出科学、全面规定。针对APP“越界”收

集信息的突出问题，他呼吁立法和执法“双管齐下”，加强

治理，加强APP信息收集问题执法。

据新华社消息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日前开始审查预算报告。这

份厚厚的“国家账本”传递出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信号？

■魏明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