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罗爱华 □美术编辑：庄 惠
2024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三

12 经济·财富
□电话：0595-22500297 传真：0595-22500225 E-mail:jjxwb@qzwb.comQUANZHOU EVENING NEWS

覆盖范围更广

“一年来，审计监督兼顾质量
和效率，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
角，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审计
署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海告诉记
者，今年报告共涵盖 140 余个地
方、部门和单位的审计情况，除了
中央财政管理、中央部门预算执行
等审计“传统项目”，还涉及重点民
生资金、国有资产管理、重大违纪
违法问题等方面。

据林海介绍，一方面，审计要
对所有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
产、国有资源的地方、部门和单位
进行监督，形成常态化、动态化震
慑；另一方面，要力争审计一个领
域或单位，就把最严重、最突出的
问题揭示出来，形成实质性震慑。

今年报告更突出发展关切：
聚焦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4类国有资产管理等关键环节和
重点领域风险隐患；

回应百姓急难愁盼，着重选取
教育、就业、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乡村建设、畜牧水产品稳产保供等
5项民生资金开展审计；

紧盯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坚决查处“蝇贪蚁
腐”，保障财政资金安全，严肃财经
纪律。

揭示问题更深

从审计结果看，2023年，中央
财政管理总体成效较好、中央部门
本级预算执行重大违纪违法问题
基本杜绝。

然而，主要审计项目下促进稳
外贸政策落实不够精准和严格、扩
投资相关举措未有效落实、节庆论
坛展会加重基层负担、村庄规划与
实际不符等具体问题仍在一些地
方存在。

报告还充分关注到重大违纪
违法问题的查处情况：2023 年 5
月以来，审计共发现并移送重大违
纪违法问题线索 310 多件，涉及
1200多人。

“查”不是目的，“改”才是关
键。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揭示

问题“上半篇文章”同样重要，必须
一体推进。

从审计掌握的情况看，经济社
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体制
机制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的原
因，也与一些地方财经法纪意识淡
薄、缺乏担当实干精神、本领不够
能力不足、落实改革发展举措不到
位等相关。

对此，报告提出一系列具有较
强可操作性的审计建议。比如针对
地方债务风险，提出完善专项债券
项目穿透式监测；针对各类违反财
经纪律的问题，提出开展专项整
治，依法依规查处曝光一批……

截至今年4月，针对2022年
度审计查出问题已整改1.07万亿
元，制定完善规章制度2840多项，
追责问责2820多人。

审计一头连着国家命脉，一头
关系民生福祉。审计机关将加大对
报告反映问题整改情况的跟踪督促
力度，通过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
点督办三种方式相结合的审计整改
总体格局，更好推动问题整改到位，
守护国家账本和人民利益。（新华）

本报讯 昨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
布通知，明确中央财政会同有关方面实施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根据通知，经营主体按照《国务院关
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实施设备
更新行动，纳入相关部门确定的备选项目

清单，且银行向其发放的贷款获得中国人
民银行设备更新相关再贷款支持的，中央
财政对经营主体的银行贷款给予贴息。

银行向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符合再
贷款报销条件的，中央财政对经营主体的
银行贷款本金贴息1个百分点。按照相关
贷款资金划付供应商账户之日起予以贴
息，贴息期限不超过2年。

在 2024年 3月 7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经营主体签订贷款合同、设备
购置或更新改造服务采购合同，且相关贷
款资金发放至经营主体并划付供应商账
户的，可享受贴息政策。中央财政给予贴
息的设备更新贷款经办银行包括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21
家全国性银行。

经营主体要确保将贷款资金专项用
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严禁虚报、冒领、
套取、截留、挤占、挪用贷款资金，严禁将
贷款资金用于偿还企业其他债务或投资、
理财等套利活动。对于未用于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的，一经发现，取消享受优惠政
策支持资格，追回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并
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央视）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
中央财政对经营主体的银行贷款本金贴息1个百分点

本报讯 据外交部领事司6月 25日消
息，为进一步促进中外人员往来，中方决定
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对新西兰、澳大利亚、波
兰3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

外交部领事司发布的消息显示，2024
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上述
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
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可免签入境。
上述国家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仍需在入境
前办妥来华签证。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新
西兰、波兰分别位列中国入境游第5大、第
15大和前30大客源国。其中澳大利亚入境
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5%，澳大利亚到中国
的航班数量同比增幅超过220%，新西兰入
境旅游订单同比增长近六成。

去年以来，中国对多个国家单方面免签，
截至目前，中方已经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
兰、西班牙、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
时、卢森堡等国实行单方面免签；与泰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互免了签证。

数据显示，免签对入境游的促进效果显著。
国家移民管理局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出入境人员中外籍人员1307.4
万人次，同比增长305.2%。外国人来华以旅
游观光最多，占到三成以上，其次为商务、探
亲访友等。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指出，当前，免签
政策已成为中国促进入境游复苏的有力举
措，并在海外形成“China Travel”热潮。与
此同时，旅游企业在支付、住宿、门票预约等
各环节的持续优化，加上近期对新西兰、澳
大利亚、波兰等多国的单方面免签，相信入
境游将在暑期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澎湃）

中方新增对新西兰、澳
大利亚、波兰3国试行免签

入境游或迎来
爆发式增长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
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达到9.5亿
元，是2016年的7.3倍。2027年预计将达
到12.2亿元。

面对高考志愿填报，考生们不想浪
费自己的分数，却不清晰未来规划，也
缺乏对职业的认知，家长们不懂填报规
则，又担心影响孩子的未来。正是这份
迷茫和焦虑，助推着高考志愿填报行业
的火热。

“高考是件大事，自己随便报报总觉
得不保险，不管结果如何，花钱买个安心
吧。”考生张欣参加完高考，预估成绩不
太理想，所以志愿填报成了关键一战。

在某机构规划师的辅导下，张欣预

选了11所院校。之后，该机构另一名年
纪稍长的老师又与他简单沟通了十几分
钟。总长不过 40 多分钟的咨询就此结
束，收费5000多元。

张欣直言“挺亏的。”虽然机构帮忙
列出了11所院校，但给出的专业建议很
模糊，需要自己补齐，“虽然最后我如愿
录到了理想的专业，但我觉得和机构关
系不大，更多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
为，学校可以加强重视生涯教育，关注培
养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做出职业选择；另
外，家长要对当前校外的咨询机构保持
理性的判断和选择，不要因为焦虑轻易
被忽悠，成为任人收割的“韭菜”。

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逐年增长

本报讯 今年可谓A股的“回购大年”。
根据金融数据服务商万得资讯（Wind）的数
据，截至6月24日下午5时，去除重复项后，
今年以来，A股有超过1900家上市公司发
布回购公告，其中超过1600家上市公司用
真金白银实施回购，合计回购金额达964.28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并超过2023年A股
市场全年的回购金额。

在兴业证券分析师张启尧看来，今年以
来，A股上市公司积极推动股份回购的重要
原因在于，政策层面不断优化回购制度和鼓
励上市公司加大回购力度。

2023 年 12 月，中国证监会修订发布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增强回购制度包
容度和便利性，推动上市公司重视回购、实
施回购、规范回购，积极维护公司价值和股
东权益。今年4月发布的新“国九条”（《国务
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引导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

张启尧表示，上市公司回购是重要的积
极信号，往往意味着公司对于盈利能力增长
和盈利质量改善的信心，有助于维护公司价
值；同时也有利于向投资者释放积极信号，提
振投资者对于公司后续发展的信心。（中新）

今年以来——

A股回购金额
创历史同期新高

本报讯 A股 25日震荡下跌。截至收
盘，上证综指跌0.44%，报2950点；科创50
指 数 跌 2.89% ；深 证 成 指 跌 0.83% ，报
8850.29 点；创业板指跌 1.82%。两市成交
6482亿元。

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连续回调，
先进封装、GPU方向领跌；车路云、消费电
子、英伟达、CPO、光伏、人工智能概念股下
挫明显；维生素、工业母机、PEEK材料、小
米汽车、旅游出行等题材逆势走强。房地产
午后快速拉升。

机构观点

国盛证券：考虑到当前指数6周连跌后
资产价格可能已经反映投资者过于悲观预
期，7 月有重磅会议召开，后市稳增长政策
加码结合当前资本市场政策红利下制度不
断完善，或对市场形成较强支撑，沪指有望
在2950点上方展开反弹行情。

方正证券：现阶段市场的信心不足，美
股、港股的虹吸效应也未见减缓。本轮市场
最大的下跌原因是缺乏信心，目前要做的就
是保持信心，等待一个反转的信号，届时大
批观望的资金有望入场，流动性风险也将得
到化解。 （澎湃）

半导体产业链回调

2023年度“经济体检”报告出炉

“张雪峰直播卖卡3小时入账2亿”引热议

“报志愿”套餐被质疑“饥饿营销”
一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让手捧成绩单的考生和家长们不得不快速进入

“报志愿”状态。而每逢这个时刻，张雪峰便成焦点。
近日，“张雪峰说分数低就不要既要又要了”“张雪峰直播售卖高考志愿填

报套餐，3小时入账2亿”等话题引发热议。

据梨视频，6月23日晚，张雪峰在直播
时表示，高考报志愿非常讲理，要对自己的
分数有认知，高分就有更多的选择，分低就
不要“既要又要”了。网友对此表示“在理”。

与此同时，“志愿填报咨询本质上是
贩卖信息差和焦虑”的话题也引发广泛
讨论。

据报道，近期，张雪峰团队针对今年
高考生推出了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两种
咨询服务套餐分别售价 11999 元和
17999元。

近1.8万元的志愿填报“圆梦卡”一
售而空（目前处于筹备待上架中），针对
2026届高考提前布局的“梦想卡”售价

8999元，显示已售罄。
据报道，一场直播下来，高价套餐被

家长们一抢而空。尽管课程介绍中提到，
产品为张雪峰团队老师一对一服务，非
张雪峰本人亲自服务，但依旧供不应求。

随后，“张雪峰直播卖卡3小时入账
2亿”引发热议。

舆论对张雪峰的评价两极分化。反
对者认为他贩卖焦虑，“割韭菜”；拥护者
认为他能给出建言，“话糙理不糙”，解老
百姓之所急。

对于网友饥饿营销的质疑，张雪峰
团队工作人员表示市场大，但师资只能
匹配有限名额。

超万元咨询服务套餐被一抢而空

面对动辄上万元的高考志愿咨询
服务，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将目光转向
了“AI报考”。

河北的李玲（化名）向记者表示，
她从孩子高考过后便一直研究报志愿
的相关知识，至今已经成为半个“报考
专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花了360元
在某直播间购买了志愿卡，有了AI助
力，她信心大增。

AI报考获得了许多考生家庭的青
睐。许多公司也看到了其中商机，包括腾
讯、阿里、百度、网易等众多互联网公司

均对AI高考志愿填报市场有所布局。
未来AI报考是否会替代张雪峰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表示，AI确实在收集、分析信息
方面具备长处，但也存在一些缺陷，
例如难以对某个个体作出有针对性
的判定。一些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作出的判断是AI很难做到的。因此，
AI 报考可以作为参考，但最终的决
定，还是应该由考生结合多方面因素
综合考虑。

（北商 中新 经观）

专家:“AI报考”存在缺陷仅供参考

（CFP供图）

（（CFPCFP供图供图））

审计就像体检，不仅查病，更为“治已病、防未病”。
2023年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发现各类问题金额226.26亿元，2023年度审计发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310多件……
25日，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是对完整审计年度内政府经济运行情况的一次全
面“检查”。

“经济体检”年年搞，今年有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