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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2日讯 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2016－2023）及线网规划今天向社会公示。该轮建设除结
合第一轮建设规划对R2线一期进行调整外，新增项目由环
线、M1线、M2线、M3线、M4线、R1线北延、R2线西延、
R3线北延等8个项目组成，新增规模约194 . 1公里，共设车站
143座；新建停车场、车辆段及综合维修基地共计10处，预
留2处；设运营控制中心一处。新增总投资1733 . 72亿元。

据了解，《济南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5－
2019）》于2015年1月获批，规划包括R1、R2一期、R3一期
共3条线，总长80 . 6公里。

《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于2013年获市政府批复。
2015年11月，济南市对《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进行修
编，并完成了《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该成果已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上报住建部。据悉，因为后来加入轨道
建设内容，这也是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至今没有得到国务院
批复的原因。

根据本轮《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远景线网
包括三条快线（R1、R2、R3），七条普线（环线、M1—
M6）。2020年线网方案由8条线构成，分为快线（R线）和
普线（M线）两个功能层次，完整覆盖“一城两区”，增加
居民出行的可达性和便捷性，取得良好的网络整体效益。快
线包括R1、R2、R3共3条线，支撑带型城市空间骨架；普线
包括M1—M4、环线，形成覆盖中心城的骨干网。本轮项目
建成后，济南市将形成“快慢结合、环+放射”式轨道交通
基本网络构架。

□记 者 张春晓
实习生 申可心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2日讯 一季度，全省
城镇新增就业 3 6 . 4 万人，同比下降
0 . 65%；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 . 34%，与去
年同期持平，比去年年底下降0 . 01个百
分点，仍低于全国水平。记者今天下午
从山东省一季度就业形势暨印发失业动
态监测工作等三个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这组数字，显示一季度全省就
业形势总体保持了稳定态势，与此同
时，受产业转型升级、用工成本上升、去
产能等因素影响，一季度就业形势在稳中
也呈现出三大变化。

一是高学历、高技能人才供不应
求，就业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受产
业转型升级、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企业对劳动者学历、素质、技能的要求明
显提高，操作工、普工等一般性岗位数量
有所减少，“经营管理”、“高级技工”
等技术型、高技能人才需求紧俏。从对
求职者学历需求看，企业对大专以上学
历求职者需求同比增长2 . 93%，对初、
高中学历的求职者需求减少5 . 61%；从
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看，对高技能人
才的求人倍率保持在2以上，其中高级技
能、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求人倍率同比
增长0 . 6和0 . 2，持续供不应求。无技术
等级或职称的求人倍率仅为0 . 73，明显
供过于求。

二是部分行业隐性失业显性化压力
加大。去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经营困
难，企业采取了降低薪酬、缩减工时、
削减福利等措施，部分困难较大企业甚
至通过停薪留职、轮岗轮休、放长假等
方式，稳定劳动岗位和劳动关系。全国
最大的起重设备生产基地新泰市反映，
目前该市起重机械制造厂家已发展到63
家，约占全国起重机厂家的10%。今年
以来，受市场需求低迷影响，目前开工
率仅50%，该市企业用工也由年初的2 . 7
万人降至目前的2 . 3万人。随着经济继
续下行和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部分行业
隐性失业显性化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区
域性、行业性集中失业风险仍需有效防
控。

三是制造业用工需求呈现“先抑后
扬”，新兴行业异军突起。一季度，二、
三产业用工需求比例分别为44 . 96%和
51 . 39%，依然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1
－2月份受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
影响，制造业用工需求有所减弱，第二
产业用工需求下降0 . 01个百分点；进入
3月份，第二产业用工需求回暖，同比
增长0 . 6%。同时，新兴行业尤其电子商
务类企业需求明显增多。潍坊市第三产
业用工需求保持强劲上升态势，特别是
居民服务、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用工需
求明显增多。

□记者 袁涛 通讯员 孙亮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2日讯 3月份，受鲜菜

和猪肉价格持续走高影响，山东市场物价
涨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今天
发布的信息显示，与上年同期比，3月份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
2 . 5%，较上月涨幅扩大0 . 5个百分点，月
同比涨幅创21个月以来新高。

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明显。与上年同
期比，3月份，全省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6 . 5%。其中，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8 . 5%。
猪肉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导致全省畜肉类
价格居高不下，同比上涨22 . 1%。其中，猪
肉价格同比上涨36 . 2%。鸡蛋价格同比下
降6 . 8%。3月上旬，山东鸡蛋价格一度跌
落至7 . 43元/千克，创自2012年5月下旬
以来最低。3月份全省鲜菜价格大幅攀
升，同比上涨39 . 4%。

□记 者 袁 涛
通讯员 周立新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2日讯 3月份，山东工
业生产者价格同比降幅缩小，环比回升。
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信息
显示，山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下降4 . 2%，降幅比上月缩小0 . 7个百
分点；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 . 6%转为上涨
0 . 8%，是自2014年2月份以来连续下降25
个月后首次由降转升。

统计显示，3月份，山东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
5 . 3%，环比上涨0 . 9%。其中，采掘价格
环比上涨4 . 7%，原材料价格上涨1 . 8%，
加工价格上涨0 . 4%。生活资料价格同比
下降0 . 2%，环比上涨0 . 3%。其中，食品

价格环比上涨0 . 9%，衣着下降0 . 3%，一
般日用品上涨0 . 1%，耐用消费品下降
0 . 8%。

3月份，山东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
比下降5 . 0%，降幅比上月缩小0 . 3个百分
点；环比由上月下降 0 . 6 % 转为上涨
0 . 2%，是自2014年9月份以来连续下降18
月后首次止跌回升。从环比来看，九大类
原材料购进价格4升4降1平。其中，黑色
金属材料类和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上涨
比较明显，涨幅分别为1 . 8%和1 . 1%，化
工材料类上涨0 . 8%，农副产品类价格上
涨0 . 2%，其它工业原材料及半成品类价
格与上月持平，其余4大类呈下降态势，
但降幅均在1%以内。从同比看，九大类
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依然全部下降。其

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12 . 2%，黑色
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11 . 2%，有色金属材
料及电线类下降6 . 4%，建筑材料及非金
属类价格下降5 . 2%，化工原料类价格下
降3 . 6%，其它大类降幅较小。

从相关数据来看，3月份全省工业运
行总体趋稳。来自省经信委的信息显
示，3月份，全省电力、货运等先行指标
稳步提升。3月份，全省工业用电量完成
381 . 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 . 1%。货运
指标小幅上升。3月份，预计全省货运量
完成2 . 34亿吨，同比增长0 . 65%。其中，
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1 . 14亿吨，同
比增长6 . 79%，比2月份和去年同月分别
提高0 . 3个1 . 94个百分点。

■编者按
4月12日，我省一季度就业形势、3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公布。事关每个家庭的

就业呈现出什么新特点？物价上涨是否在百姓可承受范围之内？我省PPI又有怎样的表现？本报记者逐条梳理分析，带您走进数

据中的百姓生活。

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起，营改增改革试点将
扩至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
业，试点完成后营业税将退出历史舞台。改
革“收官”在即，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国
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汪康１２日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联合举行吹风会，详解营改增“收官”攻
坚战如何做好最后的冲刺准备，确保５０００多
亿元减税能确实惠及企业，给经济添动力。

本届政府最大规模减税行动

史耀斌说，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是本
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行动。
据测算，２０１６年全年减税将超过５０００亿元，
减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他表示，营改增是创新驱动的“信号
源”，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
器”。在当前许多行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
的情况下，全面推开这一改革有利于给企业
增加活力，给经济增加动力。用政府收入的
“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
场活力的“乘法”。

数据显示，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启动营改增
试点到２０１５年底，营改增已累计减税６０００多
亿元，其中超过９７％的试点纳税人实现税负
下降或持平，累计减税３１３３亿元；原增值税

行业（主要为制造业）可抵扣进项税增加，
累计减税３２７９亿元。

“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绝不是空话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全面实施
营改增，要确保所有行业只减不增。史耀斌表
示，一系列硬举措确保这一目标落实到位。

史耀斌说，从制度设计上，房地产业、建
筑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原来在营业税上
的优惠政策改革后继续延续，如养老、医疗、
教育、金融机构的同业往来等继续实施免税。

对建筑和房地产业的一些老合同和老项
目继续实行政策平转，允许建筑工程的老合
同、房地产的老项目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征税等，和过去计税的办法一样，税负也不
增。

对特定行业制定了一些过渡性优惠政
策，如建筑业里面的甲供材，还有清包工等
项目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征税；允许房地
产企业扣除土地的购置成本；如对金融机构
尚未收到的逾期贷款利息，在实际收到时再
征税，减少企业财务负担等等。

汪康说，此次营改增受益最大的是生活
服务业，过去营业税是５％，由于生活服务
业中的中小企业基本都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改革后按３％的征收率实行简易征
收，由５％降到３％，税负下降了４０％。

个人转让二手房

征增值税反而少交税

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首次将自然

人纳入增值税范畴，针对外界担心改革后
个人转让二手房税负增加，汪康回应说，
国税总局配合财政部在研究个人住房征税
问题时非常审慎，政策体现两个“稳定”
含义。

一是个人二手房交易在税收负担上保持
基本稳定。原先二手房营业税的征税政策和
免税政策平移过来，过去征营业税５％，现
在改征增值税还是５％，而且平移后交易二
手房税负还略有降低。

汪康举例说，过去征营业税５％，如果
房价是１００万元的话，交５万元营业税；现
在如果房价还是１００万元，增值税由于要
按照不含税价来征税，税基不一样，因此
改革后税额变成１００÷（１＋５％）×５％＝
４７６００元，少交税２４００元。相当于原来营
业税负担是５％，营改增后税收负担是
４．７６％。

二是个人交易二手房在办理二手房产权
证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税收问题、办税流
程和办税场所都保持不变。国税总局研究决
定，个人二手房交易以及自然人二手房出
租，仍委托地税部门代征、代开发票，一切
维持基本不变。

纳税人所需5月份发票

如期发放

汪康说，此次营改增涉及１１００多万户试
点企业，是原试点企业户数的７倍多，涉及
税收规模超过１９０００亿元，是原试点企业的４
倍多。

他透露，目前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
利，已完成了准备工作量的８０％，改革配

套文件已经出齐，仅相关征管文件就已出
台１６份、１０万字，征管移交工作已基本结
束，７０％的纳税人已在国税办理了税务登
记，纳税人所需的５月份发票量４亿多份也
如期发放各地。

加强纳税服务方面，出台了六方面十五
项措施，如为保障纳税申报工作顺利进行，
将６月份的纳税申报期由１５号延迟到２５号；
Ａ级纳税人、Ｂ级纳税人５月１日开始取消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对本次纳入试点的纳
税人在三个月内取消专用发票的认证；在办
税服务厅增设了窗口，开辟了营改增的专项
通道，领导带班制度，保证整个服务工作有
序进行。

此外，税务系统４０多万税务干部的培训
已基本结束，对企业的培训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要确保所有的企业都懂政策，会开
票，能申报。”

正研究中央地方分成过渡方案

营改增改革“收官”后，绝大部分属于
地方政府收入的营业税退出历史，此前按
７５：２５实行中央和地方共享的增值税未来收
入分成比例问题，也提上改革日程。

史耀斌透露，目前财政部正在研究增值
税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过渡办法，总体原
则是要保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
对外界关注的增值税简并税率问题，他表
示，简并是肯定。

史耀斌说，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分四个
档次，１７％、１３％、１１％、６％，与世界上１００多
个实行增值税的国家相比，是全球税率档次
较多的国家之一。税率档次较多，存在一定的
税收漏洞，也会带来税收管理上的复杂性。

至于何时简并税率，史耀斌说，５月１日
营改增全面改革后不会马上就开始简并税
率，要根据增值税的运行状况、企业税负变
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增值税立法时
统筹考虑。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济南拟新增
轨道交通194 . 1公里

新规划正向社会公示

计划新增总投资1733 . 72亿元

税率档次虽多，但不会马上简并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详解营改增“收官”之战

■据测算，２０１６年全年减税将超过５０００亿元，减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此次营改增受益最大的是生活服务业，税率由５％降到３％，税负下降了４０％

■目前财政部正在研究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过渡办法，总体原则是要保

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

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简本》介绍了济南轨道交通建设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的
影响。

对地表水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期和运营期生产生活污水的
排放。施工过程的废水主要有开挖、钻孔以及地下水渗漏而
产生的泥浆水和各种施工机械设备运转的冷却水及洗涤用
水。运营期主要为车辆基地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及各车
站生活污水。

轨道交通建设对地下泉水的影响，是社会最为关心的
一个话题。环评报告得出的结论为，轨道交通对地下水环
境的影响主要在施工期和运营期两个阶段，各阶段给地下
水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因素都各不相同。就施工阶段
来说，对地下水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施工阶段的降水量过
大，产生岩溶水补给孔隙水，导致补给泉水的岩溶水水量
减少，从而对泉水喷涌造成影响和各种废水渗入地下后污
染地下水，影响地下水水质；在运营期，工程给地下水水
质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和地下铁路的结构之间发
生化学反应，也就是地下水腐蚀混凝土结构从而影响地下
水水质。

报告书提出，减缓轨道交通建设对地下水环境影响的
措施主要有：工程建设采取不降水的施工方式；采取盾
构、非高压注浆、非爆破的施工措施；采用环保材料；加
强轨道交通线上下游地下水疏导；加强下游水质的监测。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铁对地下水环境的
影响。

报告书认为，本规划实施对改善济南市交通环境、空
气环境质量，引导济南市实施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建设规划方案的线路
总体布局、敷设方式基本合理，规划实施将产生的一定的
环境负面影响，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及规划
调整建议后，可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据济南市政府网）

轨道建设如何减轻
对地下泉水资源影响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２日电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今年起在部
分省份逐步加大１元硬币投放量，有传言称“１元纸币将在短
期内退出流通”。央行货币金银局１２日明确回应，１元纸币
和硬币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存流通。

央行货币金银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硬
币比纸币寿命长、整洁度高、利于环保、便于自动化处理，
世界各国小面额货币多是硬币。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央行就在逐
步推进小面额货币硬币化。但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差
异较大，需求多样，小面额货币硬币化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多
样化需求和群众习惯，不会强推。

记者从央行货币金银局了解到，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央行在
上海、江苏、浙江、深圳等地开始了小面额货币硬币化的试
点。“十二五”时期，根据市场供求情况，采取先东部后西
部、先城市后农村、先低面额后高面额的方式逐步推广小面
额货币硬币化。

经过２０多年的持续推进，小面额货币硬币化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进展。目前，全国除了部分偏远地区外，１角、５角人
民币基本实现了硬币化，即１角、５角人民币单一投放硬币
（１角、５角纸币仍正常流通）。而在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深圳，基本实现了１元人民币硬币化（１元纸币仍正常流
通）。央行还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等需要，向部分地区投放少
量１元硬币。

根据央行的安排，从今年起，在福建、江西全省和山东
部分地市，逐步推动１元人民币硬币化，即１元人民币单一投
放１元硬币（１元纸币仍正常流通）。

央行货币金银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１元人民币的硬
币化推进过程中会根据群众的需要和地方的不同情况，稳步
推进，并注重公众习惯的培养和流通环境建设。从２０１５年使
用量看，１元纸币的全国使用量是１元硬币的３倍多。１元纸币
还将长时间大量投放，与１元硬币共同存在，不会在短期内
退出流通。

央行：１元纸币硬币
将长时间并存流通

今年起在山东部分市

逐步推动１元人民币单一投放硬币

□新华社发
此次营改增涉及１１００多万户试点企业，

涉及税收规模超过１９０００亿元。

山东PPI连降25月后首次回升
电力货运等先行指标稳步提升

菜肉价拉升

CPI涨幅创近期新高

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用工需求趋“高”
一季度全省就业形势稳中呈现出三大变化

企业用工需求

106 . 5万人，同比增长8 . 11%

山东人力资源市场从3月份开始回暖，呈现供需两旺，供求基本平衡

求职人员

84 . 7万人，同比增长8 . 91%

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1 . 26，与去年同期持平

截至3月底

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监测数据

一 季 度 全 省 共 有

5869家会员单位发

布用人需求，同比

增长5 . 8%

共 需 求 毕 业 生

110856人，同比

增长29 . 6%

山东人力资源市场回暖

噪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4 . 9万人，同比增长

6 . 56%，连续3个月保

持增长态势

噪就业困难群体就业

2 . 2 万人，同比增长

0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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