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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一架重达50
公斤的自动气象站，即将在珠峰

海拔8800米处架设。它将成

为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站，

获取的实测数据将填补珠峰极

高海拔气象记录空白。

“巅峰使命 2022——珠

峰极高海拔地区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正在积极推进此项工

作。这个气象站一旦建成，将

超越英美科学家2019年在珠

峰南坡搭建的自动气象站，成

为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

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珠峰梯

度气象观测体系初步建成，对

高海拔冰川和积雪变化的监测

意义重大。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

究员赵华标介绍，今年以来，科考

队已陆续在海拔 5200米、

7028米、7790米和8300米
架设了四个自动气象站。

加上去年架设的 6500
米、5800米及 5400米三个

自动气象站，一个从海拔

5200米至海拔8300米之间

的7个梯度自动气象站已建成

运行。海拔8800米的气象站

将是最后一块“拼图”。

随着全球变暖，青藏高原

地区呈现海拔越高升温幅度越

大的特征。赵华标说，这种现

象是基于海拔5000米以下的

气象站观测得出的结论，但在

更高海拔层面没有气象实测数

据，只是根据遥感数据推算。

为填补这一空白，第二次

青藏科考队确定在珠峰北侧布

局8个自动气象站。它们呈阶

梯分布，通过收集气象数据研究

极高海拔的气象要素变化特征。

赵华标说，除了在海拔

8800米处搭建自动气象站

外，科考队员还要携带冰川测

厚雷达，在测量峰顶区域雪冰

厚度的同时，使用手工钻钻取

冰芯样品，进而分析极高海拔

区气候环境变化特征。

按照预定展望，8个海拔

梯度自动气象站将记录珠峰北

坡气温、相对湿度、风速、风向、

太阳辐射等数据。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主要

指标增速基本稳定，开局总体平

稳。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复

杂因素，发展态势备受关注。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

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

政政策如何“出招”？效果如何？

基层财政运行是否平稳？针对社

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财政部副部

长许宏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

访。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快
实施
4月留抵退税已超6000
亿元

问：今年我国实施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目前实施情况

如何？
答：退税减税是稳定宏观经

济大盘的关键性举措，预计全年

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出台

20多项税费支持政策。主要包

括：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有

关行业存量留抵税额全额退还。

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

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

出台支持特殊困难行业纾困发展

的税收政策等。

目前，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

策正在加快实施。

一是留抵退税加快推进。各

级财政和税务部门密切配合，加

快留抵退税办理进度。从4月1
日开始办理微型企业存量和其他

行业增量留抵退税以来，截至4月

28日已办理退税6256亿元。5

月会提前退还小型和中型企业存

量留抵税额，此后还将加快大型

企业退税进度。

二是其他税费支持政策有序

实施。除今年新出台的大规模留

抵退税政策外，此前出台实施的

留抵退税政策也在正常办理并加

快进度。同时，进一步加大制造

业、小微企业优惠力度的政策均

已出台，正在有序实施中；暂停航

空和铁路运输企业预缴增值税、

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政策也

已出台，正在加紧实施。

三是退税减税降费所需资金

保障到位。中央财政专门安排支

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

等转移支付1.2万亿元，其中列

入2022年预算的8000亿元已

全部下达地方，并同步加大库款

调拨力度。截至4月底，地方经备

案审核，已将补助基层的资金全

部下达市县。目前看，地方库款

余额充足，能够有效保障退税减

税降费政策落实。

靠前发力
财政支出加力加速

问：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多

点散发等突发因素，财政支出强

度和进度如何？重点投向哪些

领域？

答：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

保持适当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

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重

点领域支出保障力度，体现了政

策发力适当靠前的要求。

支出进度进一步加快。截至

4月中旬，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24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为预算的27.1%，进度快于去年

同期。

科技攻关、现代农业、卫生健

康和教育等民生领域及区域重大

战略的支出得到有力保障。截至

4月中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

科学技术支出增长20.5%、农林

水支出增长10.4%、卫生健康支

出 增 长 8%、教 育 支 出 增 长

7.8%。

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专项

债支出明显快于上年。今年一季度

新增专项债券安排支出8528亿
元，同比增加8121亿元。

直达机制作用进一步发挥。

今年纳入直达范围的资金总量约

4万亿元。截至4月中旬，中央财

政已下达直达资金近 3.7万亿

元，占比超过九成，具备条件的资

金已全部下达；各地安排29万余

个项目，形成支出约1.2万亿元。

多措并举
确保政策落实和基层“三保”

问：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财政收支平衡承压。基层政

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三保”是否面临挑战？

答：基层“三保”始终是预算

安排和保障的重中之重。今年，

退税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收入有

一定影响。总体看，基层财力水

平有所提高，“三保”支出得到有

效保障，各项惠企利民政策正在

落地。

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和基层

“三保”，财政部会同地方开展了

多项工作。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2022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近

9.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8%，积

极向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倾斜。通

过实施转移支付等措施，今年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比上年

增长8.9%，为基层“三保”提供财

力支撑。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中央财

政在安排一般性转移支付时，将

推动和促进财力下沉等作为政策

目标，对加强“三保”保障、提高县

级财力水平和均衡度成效明显的

地区予以奖励。

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压

实地方各级政府责任，督促地方

加强预算管理。各级财政都要

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

的优先顺序，切实采取措施确保

各项民生政策落实，确保教师等

重点群体工资、养老金等按时发

放。县级财政要确保“三保”预

算逐项足额编列；省级财政抓好

县级“三保”预算编制的审核。

此外，探索建立地方财政运

行监测机制。对地方“三保”预算

安排和执行情况、影响“三保”执

行的相关因素动态变化等开展监

测和预警。省级财政、财政部监

管局和财政部各有监测重点，做

到无死角、不遗漏。发现风险，及

时整改处置。

更好发挥专项债券扩投
资、稳增长的积极作用

问：专项债是今年财政政策

的重要发力点，发行使用情况如

何？下一步如何更好发挥专项

债的效能？

答：专项债是政府拉动投资、

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

重要工具。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

项债 3.65万亿元，各地行动迅

速，充分发挥专项债扩大投资、稳

定增长的积极作用。

额度下达早。去年12月，财

政部已提前下达今年新增专项债

券额度1.46万亿元。今年3月

又将剩余额度下达各地，在时间

上比去年大幅提前。

发行节奏紧。截至 4月 25

日，各省份累计发行专项债券约

1.3万亿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

89%，较去年同期增加了约1.17

万亿元。预计各地二季度完成大

部分新增专项债券的发行工作，

并于三季度完成扫尾。

拨付使用快。3月底，各级

财政部门已累计向项目单位拨付

债券资金8528亿元，占已发行

新增专项债券的 68%。后续发

行的债券，也会按照“资金跟着项

目走”的要求，加紧拨付和使用，

尽早发挥效益。财政部会加强指

导督促。

此外，在国债市场方面，相

较于近期全球国债市场波动加

大，我国国债市场运行较为平

稳。究其原因，主要是今年以

来我国 CPI涨幅较为温和，有

利于国债收益率稳定；加大稳

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为国债

收益率平稳创造了较好的环

境。此外，我国国债投资者结

构也较为稳健。

国债市场平稳运行，国债

收益率保持稳定，体现了投资

者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信

心。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

和活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

会改变。

（新华社）

加力纾困解难着力稳住经济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详解积极的财政政策

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
将在珠峰架设

■“巅峰使命——珠峰极高海拔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正在西藏珠峰

地区开展。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一个由新西

兰政府资助、30名科学家组成

的5年研究项目“新西兰海平面

上升”5月2日发布数据称，由

于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新西兰地

面沉降的双重作用，新西兰海

平面上升速度比预估的更快。

数据表明，到2100年，全

球海平面可能平均上升约0.6
米。而新西兰大部分地区由于

同时存在明显的地面沉降，同

期海平面上升可能超过1米。

“新西兰海平面上升”旨在

监测气候变化，记录海平面上

升数据并分析原因，为政府未

来环境战略和城镇规划提供参

考。项目负责人、惠灵顿维多

利亚大学科学家蒂姆·奈什说：

“新西兰海平面每年上升约

3.5毫米。同时，地面沉降值

也达到同样幅度。”

另一名项目科学家理查

德·利维教授则表示，海平面上

升0.3米是新西兰很多海岸承

受洪涝灾害的红线。一旦超过

这一红线，“百年不遇暴风雨带

来的灾害可能将变成每年都要

遭遇的事情”。

奈什表示，海平面加速上

升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新西兰

首都惠灵顿和最大城市奥克兰

最快可能在2040年受到明显

影响，许多近海低洼地的建筑

和公路可能被淹没。届时，惠

灵顿市中心海边商业区、奥克

兰游艇码头等新西兰人熟悉的

近海地标将遭受直接威胁，甚

至不得不放弃。

奈什认为，从现实角度看，

未来城镇规划和房产开发需要

考虑海平面上升因素。事实

上，新西兰政府已经开始考虑

“有计划撤退”方案，即放弃高

风险近海岸土地。

新西兰海平面
正加速上升

■“红包”落袋。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