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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押 题 ”莫 轻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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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既着眼于短期经济企稳回升，更服务于中长期高质

量发展目标，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还要注重与改革衔接，优化资源配置机

制，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断夯实“稳”和“进”的态势。

“毫不松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平

稳有序衔接过渡到常态化帮扶，长久守牢

不 发 生 规 模 性 返 贫 致 贫 底 线 ”，这 是 近 期

召 开 的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工 作 会 议 提 出 的 要 求 。 这 表

明 ，分 类 促 进 帮 扶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通 过 巩

固、升级、盘活、调整的路径增强脱贫地区

内生动力，实现从“ 输血”到“ 造血”、从帮

扶到振兴的质变，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帮 扶 产 业 主 要 来 自 脱 贫 产 业 ，近 年

来 日 益 成 为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核 心 抓 手 。

通 过 培 育 生 态 农 业 、休 闲 文 旅 等 融 合 业

态 ，“ 生 产 — 生 态 — 生 活 ”协 同 发 展 的 产

业 体 系 逐 步 构 建 ，也 为 城 乡 要 素 流 动 提

供 了 重 要 载 体 。 数 据 显 示 ，全 国 832 个 脱

贫县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

的 不 足 4000 元 增 长 至 2024 年 的 17522 元 ，

其 中 帮 扶 产 业 贡 献 颇 多 。 全 国 多 个 地 区

依 托 帮 扶 政 策 支 持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特 色

种 养 业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和 乡 村 旅 游 等 新

业 态 新 模 式 ，推 动 产 业 链 条 延 伸 ，拓 宽 了

农 民 增 收 渠 道 ，形 成 以 产 业 带 动 就 业 、以

就 业 促 进 增 收 的 良 好 局 面 。 例 如 ，贵 州

省 通 过 扶 持 茶 叶 、刺 梨 等 特 色 种 植 业 ，有

效 实 现 农 民 增 收 ，还 打 造 了 区 域 公 共 品

牌 ；陕 西 省 开 发 苹 果 全 产 业 链 ，取 得 了 丰

富 经 验 ，为 其 他 地 区 提 供 了 可 复 制 可 推

广的模式。

也要看到，产业帮扶过程中还面临一

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规划精准性不

足，导致脱贫地区的部分帮扶项目与区域

资 源 禀 赋 错 配 ，存 在 低 效 投 入 现 象 ；科 技

特派员培育机制不够完善、数字基建覆盖

率不足，职业农民技能培养与产业升级需

求 错 位 ；订 单 农 业 履 约 保 障 不 足 、风 险 共

担缺位，生态资源转化成果难以持续提升

农户收益；等等。对此，要多措并举，对症

施策。

精 准 适 配 基 础 设 施 。 对 于 传 统 种 养

业，重点布局区域性仓储保鲜和冷链物流

设施网络，强化农产品流通“最先一公里”

保障，推动生态产品标准化生产与碳汇价

值 转 化 。 在 精 深 加 工 产 业 方 面 ，整 合 驻

村 工 作 队 与 龙 头 企 业 资 源 ，打 造“ 种 业 研

发—非遗融合—品牌营销”垂直链条，破解

产业链断点。对于部分低效产业，通过物

联网技术嵌入生产全流程，构建土壤墒情

监测、病虫害预警等数字化管控体系，促进

集约化转型。

分类施策激活要素潜能。立足差异化

技 术 需 求 ，重 构 科 技 服 务 与 人 才 培 育 机

制。对于涉农加工、文旅融合等高附加值

产 业 ，强 化 科 技 特 派 员“ 双 向 选 择 ”机 制 ，

建立县域人才驿站作为产学研转化枢纽，

推动区块链溯源、智能灌溉等技术向产业

链末梢渗透。开发“理论授课+田间实操+

电 商 运 营 ”复 合 课 程 ，重 点 提 升 监 测 户 质

量管控与市场对接能力，如通过村级数字

化服务站实现生产流程再造等。建立“企

业主导+合作社承接+农户参与”协同推广

模式，破解数字技术应用断层。

构 建 可 持 续 利 益 共 享 机 制 。 在 生 态

农业层面，推行“保底收购+二次分红”契

约框架，通过区块链溯源技术构建透明分

配机制，确保农户共享碳汇交易与生态认

证 溢 价 。 对 于 一 些 特 色 产 业 集 群 ，实 施

“ 双 绑 ”分 级 联 结（龙 头 企 业 绑 合 作 社 、合

作 社 绑 农 户），明 确 风 险 补 偿 与 订 单 履 约

条 款 ；采 用“ 以 奖 代 补 ”差 异 化 分 配 方 案 。

对订单履约率、分配透明度等关键指标进

行 常 态 化 督 导 ，防 止 农 户 权 益 受 到 挤 压 ，

更 好 实 现 生 态 红 利 向 民 生 福 祉 实 质 性

转化。

近段时间，一些商家以“AI押题”“AI提分”等噱

头推出各类商品、课程，宣称“押题准确率超80%”，虽

然动辄上百元，仍吸引了一些焦虑的考生和家长。

然而所谓的“押题卷”，仅是涉及的宽泛考点会在考

试中出现，如“牛顿定律”“电磁学”等，而这些知识点

本来就是教学重点。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人工押

题，还是热门的“AI押题”，本质上是商家利用考生和

家长考前焦虑心理开展的营销炒作。部分商家偷换

概念虚构“高考押题准确率”，涉嫌违反广告法。对

此，监管部门应严查夸大宣传和虚假营销行为，网络

平台也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加大对涉考违法违规信

息的监测处置力度。AI等技术只是学习辅助工具，

不能过度依赖，家长和学生对此要理性看待，避免因

焦虑而轻信受骗。 （时 锋）

眼下，我国处于绿色低碳转型的

关键期，亟须通过推动传统行业转型、

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等途径促进产业体

系绿色升级，通过碳交易市场等基础

制度安排，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生

态环境治理深度融合的新格局，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些目标的

实现，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有效支持。

在各类政策指引和支持下，我国绿色

金融市场呈现量质同增态势，绿色保

险也取得长足发展。

推动传统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培

育绿色低碳效应明显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行业领军企业，往往需要较大体量

的中长期资金支持，但目前绿色信贷

面临评价标准体系不完善、不细化，信

息不对称现象突出等挑战。保险业凭

借其环境风险评估体系和能力，为企

业提供 ESG 整体风险评价、全生命周

期的保险保障与风险管理等服务，并

将评价结果融入保险费率厘定过程；

银行基于贷款企业的 ESG 表现情况

和评价结论，为贷款企业提供信用贷

款、利率优惠、绿色审批通道等一系列

差别化服务。这种“ESG 贷款+保险”

模式，为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

供了自驱力，并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提高了融资可及性，也成为构建开放、

共享、协同的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生

动实践。

丰富绿色保险产品体系很有必

要。一方面，行业可加强对绿色低碳

科技创新、绿色制造工程等领域的风

险保障，持续提升保障能力和风险减

量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发展碳保

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巨灾保险等险种，能提升积极主动应

对生态挑战的能力。例如，“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共同

体”将保障扩展至包括地震、台风、洪水、强降雨、泥石流、滑坡

等在内的自然灾害范畴，形成政策性巨灾保险和商业性巨灾

保险相互补充的保障体系。由于气候风险的复杂性、认识的

有限性，保险业一直致力于创新技术发展和专业能力，持续探

索基于中国经验的巨灾模型，探索提供“灾前预防预警、灾中

快速响应、灾后精准理赔”的服务闭环，增强应对气候风险挑

战的社会韧性。

还要看到，绿色投资具有投资收益平稳、期限较长的特

点，与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属性较契合，有望成为

保险资产重要的配置领域之一。近年来，各保险机构积极加

强绿色投资管理能力建设，通过管理和运作绿色保险债权投

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私募基金、保险资管产品以及投资绿

色债券等形式参与绿色投资，力度与规模逐步加大。

有研究发现，良好的 ESG 表现能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在

危机期间凝聚信任以抵御冲击，会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和长期

价值，绿色金融是拥有明确经济逻辑以及可度量价值的长期

战略选择。从现实来看，绿色金融短期内财务收益不显著，很

多经营主体缺乏对 ESG 的基本认知，ESG 信息披露缺乏统一

标准、不同评价体系的结果一致性较低，现实中甚至存在“漂

绿”现象，并不利于绿色保险的纵深发展。要想进一步提升绿

色保险支持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能，还需多向发力。

制度建设层面，进一步细化绿色产业的绿色内涵，深化对

绿色项目的理解，加快完善 ESG 信息相关披露内容、频率等

重要标准，建立行业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以保障信息获取的准

确性和及时性，助力绿色保险产品、服务与经营模式创新。

能力建设层面，保险业要持续强化基于科技和数据的创

新能力，提升环境风险评估、情景模拟、压力测试等专业技术

水平，强化防灾防损预警服务能力，及时排查风险隐患，有效

发挥风险减量功能；同时，也要更多地将绿色标准和 ESG 投

资理念纳入现有投资流程、资产战略配置规划和投资计划，完

善绿色投资研究体系和绿色产品创设机制，提升绿色投资

能力。

产品和服务创新层面，探索“保险+贷款”“保险+碳配额”

等商业模式，为微观企业个体提供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

宏观政策，“ 两重”“ 两新”政策持续推进，

“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一揽子

政策接续发力，有效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经

济发展信心。日前陆续发布的经济数据显

示 ，我 国 经 济 平 稳 增 长 ，延 续 向 新 向 好 态

势。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我国

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回升，财政支出进一步

提速，支出结构持续向民生倾斜，有利于形

成“ 收 入 — 消 费 — 投 资 ”更 加 畅 通 的 良 性

循环。

财政收支数据等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

好，是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的结果，展现出我

国经济强大的抗压能力和内生动力。随着

一系列政策在二季度密集落地显效，会对

稳定经济、促进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发挥作

用，从而助推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形成

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同时，国内大循环动能不断增强，牵引

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 相 互 促 进 。 今 年 1 月 份

至 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7%，经济顶住压力保持平稳运行。从财

政收入来看，4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 比 增 长 1.9% ，其 中 税 收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9%，边际改善明显。从税收收入结构看，

装备制造业税收保持较高增幅，起到支撑

作用，其中 1 月份至 4 月份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税

收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3.2%、6.8%，反映出

稳增长政策作用不断释放，“人工智能+”等

创新支持政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实

效；文化体育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税收

收 入 累 计 同 比 增 长 8.6%、12.2%、12.7%，反

映出服务消费潜力空间巨大，带动相关领

域投资和经营活跃，新动能新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

财政支出是保障民生、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政策推动更

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加大对基础性、普

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支持力度，着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

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水平。数据

显示，1 月份至 4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93581 亿元，同比增长 4.6%，支出进度

为近年来同期最快。从支出结构看，社会

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教育等民生领域支

出增长较快；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商业服务业等领域支出也保持了一定

增速。这些支出的增加，有助于畅通教育、

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高了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通过支持扩大就业，

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有利于提振消费、畅通

经济循环、引领产业升级，对于增强经济增

长内生动力、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充 分 释 放 全 社 会 创 造 潜 能 起 到 长 期 支 撑

作用。

面 对 国 内 外 形 势 深 刻 变 化 带 来 的 挑

战，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

实 施 更 加 积 极 有 为 的 政 策 ，发 挥 财 政 、货

币、产业、区域政策协同发力的政策组合效

应——全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1.3 万亿

元支持“两重”“两新”政策落地，发行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 4.4 万亿元用于支持地方投

资建设，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7350 亿元，重

点投向国家发展战略和民生需求相关的重

大项目，还将推出政策性金融工具用于注

入基建项目资本金，发行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以稳定资本市场预期、配合产业政策

实施等。接下来，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应

既着眼于短期经济企稳回升，支持亟需纾

困的民生保障、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关键

领域；更要服务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

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还应注重与改革

衔接，优化资源配置机制，以高质量发展确

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断夯实“稳”和

“进”的态势。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财政收支改善凸显经济韧性
□ 盛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