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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业文明大航海时代我们是缺席者，信息
文明近地空间开发时代我们是追赶者，那么在未来后
信息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应该做勇立潮头的引领者。”全
国人大代表、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育林中将建议，
近地轨道到月球轨道的地月空间，将是未来人类发展
的战略空间，我国建成空间站、完成载人航天三步走战
略后，应该把地月空间开发利用作为历史性目标进行
战略规划。

张育林说，翻开世界地图，各个大洋中的任何一个
小岛礁都会吸引相关国家去占领；仰望星空，近地空间
的轨道资源也日趋紧张。美国提出了重返月球、载人小
行星探测、载人火星探测等发展方向，俄罗斯虽然面临
经济困难，但始终难舍登陆月球的雄心，欧洲把建设月

球基地作为规划的讨论内容，日本和印度也在做月球探
索的积极努力。

今明两年，我国将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神舟
十一号飞船、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验证空间站建造需要
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完成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
步。2020年前后，将建造3舱段60吨级的中等规模空间
站，完成第三步。

空间站之后是什么？张育林介绍，相关部门和专家
已经开始谋划，并且有了目标指向——地月空间。

人类最容易获取的资源是太阳能，虽然在地面太阳
能的利用效率非常低，但在太空可以高效利用转化为电
能。目前人类发射到太空的最庞大物体国际空间站有
400多吨，而一个工业级的太阳能发电站达到上万吨，靠

从地面发射来建造空间太阳电站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育林说，太阳能发电最主要的部件是电池板，其

原料是二氧化硅，而这是月球上随处可见取之不尽的
资源；月球极地和地月空间的小行星上有水，可以电解
成氧气和氢气，作为航天器的推进剂。这两个条件结
合起来，使地月空间建造太阳能电站成为可能。除了
能源，地月空间还可为人类发展提供高位置资源、矿产
资源等。

“因此，谋划我国载人航天未来发展，既不会是简
单的登月，也不会是目前很难实现的载人火星探测，而
是从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的角度，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
和积累，一步一个脚印地谋求开发利用地月空间。”张
育林说。 据新华社

农业供给侧改革：抓玉米、大豆、牛奶
韩长赋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结为“重点抓三

件事”：“调减玉米”、“增加大豆”和“提升牛奶”。他表
示，要推进粮改饲、粮豆轮作，有些地方要推广轮作休耕
试点，把非优势产区的玉米面积适当调减下来。大豆方
面，要搞好目标价格试点，开展大豆品种攻关，提高大豆
生产效益。

“我们的奶业曾出过问题，市场对牛奶缺乏信心。
大批国人到国外抢购奶粉，这是中国奶业人的耻辱。”
他说，“要奋起直追，提高质量，恢复国人对民族乳业的
信心。”

韩长赋说，农业连年丰收，库存充裕，供给能力和总
量不会发生大问题，农业的突出问题在于结构方面。“有
的农产品阶段性供大于求，比如玉米；有的农产品则处
于短缺状态，如大豆。具有品牌价值的优质农产品无法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韩长赋说。

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
在回答记者关于农产品质量的问题时，韩长赋认

为，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总的来说稳中向好，但
是问题不能忽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

“具体的措施有这样几条：一是落实属地责任，任何
一级政府，都要对它属地内的食品安全负责；二是开展
专项整治，对非法添加、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私屠滥宰等
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三是管控生产源头，
从今年起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四是
推进标准化生产，重点抓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企
业。五是建立追溯体系，对地理标识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要率先实现可追溯。”韩长赋说。

个别地方非法种植转基因品种
有记者问到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情况，农业部新

闻发言人叶贞琴回应说，目前美国大豆产量中有25%销
往中国。中国进口的玉米、小麦同样主要来自于美国。

韩长赋补充说，我国去年进口8100万吨大豆，绝大
多数是转基因大豆。这些转基因大豆均在国外进行过

安全评价，同时也通过了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
会的安全评价。

韩长赋表示，转基因是一项高技术、新产业，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必须在转基因
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国家和农业部对转基因技术发
展的方针是明确的，即研究上要大胆、推广上要慎重、管
理上要严格。

“转基因个别品种确实在个别地方有非法种植的情
况，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检查，我们的评估是，非法
违规的种植是个别的、可控的。”韩长赋说，农业部及有
关部门严把研发试验关、品种审定关、生产流通关，严格
监管非法种植现象、严格执法，有效遏制了转基因作物
的违规扩散。

韩长赋表示，对于最近个别地区查处的个案，从查处
结果来看，比如个别地方的转基因玉米，被检测出来的转
化体是获得了国内外的安全证书的，并且在国外广泛种
植，安全性是有保证的。查处的原因包括违反了我国的
种子法、专利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不是
因为他种植这个品种不安全，而是因为他违反了‘两法一
条例’，所以我们要严肃处理。”韩长赋说。 据新华社

个税法草案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个人所得税改革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去年

两会上，楼继伟就明确表示“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公
平”，今年两会记者会上他再次重申这一观点，指出中国
个税制度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实行的是分项征
收个人所得税，只对工薪所得有一个基本费用的减除标
准。因此，改革的方向应当实行按综合所得的减除标
准，而不是继续按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统一减除标准
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不是
改革方向。”

楼继伟说，推进个税改革很复杂，首先税政比较复
杂，执行也很复杂，需要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

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对于社会关注的扣除标
准问题，他透露总的方向是把11个分项综合起来再分类
扣除，而不是简单按统一标准做工薪项下的扣除，需要研
究的内容很多，包括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费用的扣除；
满足基本生活的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的扣除；抚养孩
子费用的扣除以及如何扣除赡养老人费用等。同时放开
两孩后大城市和小城市标准不一，真正的费用是多少并
不一样，税法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下一步将根据
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
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完善改革。

政府借债不能用于“吃饭”
对于外界关注的政府债务空间问题，楼继伟说，目

前我国政府债务约占 GDP 比重 40%，在可比国家中是
较低的。未来还有一定的发债空间，关键要把债务空间
利用好，重点支持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活力。

“不能把赤字空间都用在基本支出上、一般公共支
出上，那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楼继伟说，对此要保持“黄
金原则”，把债务用于资产而不是用于“吃饭”。

“‘吃饭’靠借钱不行，‘吃饭’要靠发工资，借钱可以
买房子，用今后的工资收入来还它，按揭是可以的，我们
保持了这条防风险的底线。”

对于如何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楼继伟说，中央政府
债务问题不大，还有继续发债的余地。关键要防止地方
政府在《预算法》规定之外出现新的债务口子，各级财政
将加大力度规范管理。

政府“加杠杆”支持全社会“降杠杆”
今年财政赤字率为3%，比去年实际赤字率提高0.6

个百分点。楼继伟说，扩大赤字，就是政府“加杠杆”，从
而支持全社会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降杠
杆”。“只要全社会的杠杆能够逐步降下来，政府的杠杆
也逐步可以释放。”

楼继伟说，扩增的赤字要保重点支出，要优化支出
结构，按照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严控甚
至压减“三公”经费增长。相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支
出，给地方更多自主可支配的财力。按照脱贫目标增加
扶贫支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

此外，中央基建支出安排5000亿元，集中用于属于
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比较强的重大基建支出项
目。对于 1000亿元去产能专项奖补资金，将在今明两
年各安排500亿元，主要根据各地完成去产能任务情况
给予支持，与去产能规模挂钩，并考虑需安置职工人数
和当地财政困难程度等实行梯度性奖补。 据新华社

财政部长楼继伟：
房地产税还在立法阶段
个税法草案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农业部长韩长赋：
恢复国人对民族乳业的信心
我国进口的大豆绝大多数是转基因

空间站的下一步是什么？
人大代表：中国瞄准地月空间

7日上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
记者会上说，今年“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一定要完成。地方税体
系正在建立中，房地产税还在立法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
案，其他一些地方税的改革也在推进。

针对社会关注的“个税起征点是否还会上调”问题，楼继伟说，在工薪
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不是个税改革方向。目前个税改革方案已提
交国务院，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
审议。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表
示，“十三五”期间我国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但是一定要巩固和提升粮
食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