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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0日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作

了关于2017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报告指
出，2017年中央决算情况总体较好。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1123 .36亿元，为
预算的103 . 2%。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94908 . 93亿元，完成预算的99 . 1%。
中央财政赤字15500亿元，与预算持平。
下一步将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支持打好
三大攻坚战、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快财
税体制改革。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胡泽

君作了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
作报告提出四点建议：切实提高财政资
源配置效率，夯实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
完善打好三大攻坚战相关措施，健全激
励干事创业的相关配套制度。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主任委员徐绍史作的关于2017年中
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财经委认
为，国务院及其财政等部门按照党中央
确定的方针政策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较好地完成了全
国人大批准的中央预算，建议批准该草
案。针对反映出的问题，财经委建议推进
深化财税改革，改进预算、决算工作，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积极防范和化解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切实做好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

2017年中央决算报告显示经济稳中向好，中央财政收入超8万亿元

中央公务用车支出大幅减少
■新闻链接
少数地方搞攀比
在统计数据上做文章

20日下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作关于检查统计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数据质量是统计
的生命，王东明指出，从执法检查的情
况看，各地各部门反映统计法实施中
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报告针对“个别干
部法治意识淡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屡禁不止”列出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是少数地方未能树立正确政绩

观，搞攀比、争位次，在数据上做文章。
有的地方把统计机构作为地方计划目
标完成的直接责任单位给予压力，有
的采取多种方式对统计部门和人员、
调查对象及其主管部门进行干预，影
响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
二是一些地方制定目标脱离实际，

有的还层层加码，甚至直接向企业下达
任务，当任务难以完成时，就在源头数据
上弄虚作假。有的要求企业按指定数据
填报，有的代替企业报送虚假数据，有的
甚至编造虚假企业和投资项目。
三是受增长速度基数累积效应影

响，导致数据基数年年抬高，数据“水
分”年年增大。
四是一些统计调查对象为了资质

考核、争取融资、骗税逃税等，虚报瞒
报甚至拒报。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7年中
央决算的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
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43 .6亿元，比预算数减少17 .87亿元。
“三公”经费中，因公出国（境）经
费16 . 83亿元，减少1 . 99亿元；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 23 . 17亿元，减少
11 . 87亿元；公务接待费3 . 6亿元，减
少4 .01亿元。
刘昆指出，主要是中央部门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国务院“约
法三章”有关要求，从严控制和压缩
“三公”经费支出，以及受客观因素影
响，部分因公出国（境）、外事接待任务
未实施，公务用车支出大幅减少。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17年中央

本级“三公”经费不仅比预算数大幅减
少，“三公”经费已连续多年呈下降趋
势，去年相比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48 .25亿元减少了4 .65亿元。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财政部：

去年中央“三公”经费支出43.6亿元

20日，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在作
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指出，一
些地方扶贫工作还存在形式主义、弄
虚作假等现象，已追回或盘活资金
6 .64亿元，处理处分231人。
胡泽君指出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

题：第一，一些地方扶贫工作还不够扎
实。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及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第二，有的
扶贫政策落实不够精准。96个地区
建档立卡数据不够完整、准确，50多

万贫困户（人）未按规定享受助学金、
危房改造等补贴2 . 86亿元。第三，一
些地方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推进
不畅。部分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仍较
粗放，有28 . 11亿元被骗取套取或挪
用，举借的11 . 75亿元闲置，还有261
个项目 (投资2 . 88亿元)长期闲置或
未达目标。
胡泽君表示，审计指出问题后，有

关部门和地方已追回或盘活6 . 64亿
元，完善规章制度74项，处理处分231
人。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审计署：

28亿扶贫资金被骗取套取或挪用

中国超级高铁试验线
正在成都搭建

“中国版超级高铁将采用‘高温
超导磁悬浮+真空管’技术，目前已着
手探讨时速1500公里的可行性。”6
月19日，在2018年世界交通运输大
会“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论坛”上，西南
交通大学首席教授张卫华告诉记者。
张卫华在当天的论坛上介绍说，

由西南交通大学承担的“多态耦合轨
道交通动模试验平台”，是在1500米
可模拟不同低气压环境的真空管道
里，开展不同磁悬浮模式比例模型车
运行测试，包括高温超导磁悬浮模式
在内，试验速度超过音速，理论上有
望达到时速1500公里。
张卫华透露，世界上时速最快的

真空高温超导磁悬浮比例模型车试
验线正在成都搭建，预计今年底前将
建成并投入试验测试。资料显示，这
条全新的试验线直径4 . 2米、长140
米的特制管道，将在低气压环境中测
试，悬浮高度10毫米，承重200公斤，
测试时速最高可达400公里/小时。而
此前，美国Hyperloop One公司的
同类型“超级高铁”试验时速最高只
有每小时387公里。
成熟的真空技术，加上成型的高

温超导磁悬浮技术，二者相结合即是
未来“超级高铁”。而“多态耦合轨道
交通动模试验平台”则加大二者结合
的基础研究。“‘多态耦合轨道交通动
模试验平台’或在今年9月获国家批
准，项目从开始实施到建成约需31个
月。”张卫华透露。按这个进程，我国
最快将于2021年4月达到1500公里
试验时速。 据《科技日报》

51个种类、166万粒，成品及原料
总重40余吨，这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
机关正在查处的一起跨省生产假冒保
健食品案件。查获的假冒保健食品功效
从减肥到调节机体免疫，从缓解疲劳到
改善睡眠，不一而足。
近期，全国多地警方查获大量无正规

生产厂家、无准确生产日期、无质量检测
的“三无”保健食品案。这些“三无”保健食
品不少以“效果明显”的口碑，在微信群和
朋友圈备受追捧。受害者多为中老年人，
他们轻则失财伤身，重则危及生命。

“疗效明显”多因添加违禁药

近期，多地警方披露大量有毒有害
保健食品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记者
检索“保健食品”和“有毒有害”等关键
词发现，近３年来，与保健食品相关的刑
事案件总体呈现上升态势，2015年一
审判决案件为432起，2016年为564
起，2017年为741起，今年截至目前有
166起。
“不少‘三无’保健食品服用后‘疗
效’明显，其实是违禁药物在起作用。”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研
究中心主任李春雷介绍，近年来，随着人
们健康意识提升和保健消费增加，相关
违法犯罪行为高发。从警方查获的大量
案件看，许多保健食品存在非法添加违

禁药物的情况，其危害轻则损失钱财，重
则伤害身体，有的甚至可能致命。
“三无”保健食品添加的违禁药物
副作用大，且无固定配比，安全隐患大。
通过对2013年至2016年初媒体报道的
270多例保健食品犯罪个案进行研究，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工作人员
任韧发现，约2 .59%的案件存在受害人
服用有毒有害保健食品后死亡的情况。

花两三万元买台机器就开工

一捧药粉，几捧玉米粉，在脸盆里
混合搅拌后装入胶囊，塞入精美包装
盒，就成了爆款壮阳药，没有卫生消毒，
没有剂量标准。这是公安机关近日在湖
北、河南等地查获的一起假冒保健食品
案件。
江苏南通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环

境犯罪侦查支队队长陈刚告诉记者，在
南通警方破获的案件中，被捣毁的生产
窝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及城乡接合
部，生产场所大都较为隐蔽，设施简易，
工艺粗糙，生产环境脏乱差。
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

队工作人员宋利说，这类犯罪组织化程
度高，犯罪链各环节分工细致，从原料
到包装盒，从胶囊壳到商标，都有专门
的团伙在生产。
——— 线上购置机器原料，网络联

系、快递发货。宋利说，一个“三无”保健
食品生产窝点只要花两三万元买台灌
装胶囊的机器即可生产，有的添加台搅
拌机，效率会更高，而原料药、包装盒、
胶囊壳、商标等往往都是从网上购买。
在整个犯罪链上，各个团伙之间并不一
定互相认识，主要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联
络，通过快递发货。
——— 销售套路多多，紧盯中老人群

体。假冒保健食品销售方式多种多样，有
进入实体店销售的，更多的是网销、“会
销”、电话直销等形式。经过层层包装，一
些有毒有害的假冒保健食品甚至挤进微
信群、朋友圈，变身“爆款保健品”。

加强对中老年群体科学普及

针对“三无”保健食品犯罪特点，陈
刚认为，要重点加强对农村地区、城乡
接合部的监管。城乡接合部之所以成为
犯罪分子设置生产、销售窝点的理想地
点，主要是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监
管薄弱。应在这些区域加快推进网格治
理，不留监管空白。
李春雷表示，在严厉打击、强化监

管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加强保健食品
科普宣传，如组织志愿者进社区宣讲，帮
助老年人正确认识保健食品功用，甄别相
关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全面压缩“三无”
保健食品制售空间。 据新华社

“效果明显”的“爆款保健品”很可能是个坑

揭秘三无保健食品地下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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