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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申铖）3月26
日，一年一度的中央预算公开拉开大幕，向社会
公众“晒”出新一年的“花钱”安排。

据介绍，今年公开的中央预算包括经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中央政府预算和中央
部门预算。

“中央政府预算由财政部公开。中央部门预
算经财政部批复后，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财政
部有关负责人说。

中央政府预算方面，2024年公开的内容涵盖
中央四本预算情况、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分地区
预算情况和有关说明。

中央部门预算方面，2024年公开的内容涵盖
部门总体收支预算情况、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
以及重点事项说明等。

记者翻阅各中央部门预算“账本”发现，今年
各部门均公开了部门收支总表、财政拨款收支总
表等9张报表，全面、真实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在公开上述预算报表的同时，各部门还对预
算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三公”经
费、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管理、提
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项目等情况予以说明，并对专
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近年来，财政部
高度重视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指导督促中央部门
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严格绩效目标审核，做
好绩效目标公开。

“今年要求公开部门预算的中央部门，原则
上应将一般公共预算一级项目、政府性基金预算
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按照不
低于项目数量60%的比例向社会公开。”这位负责
人说。

专家普遍认为，通过公开绩效目标，可以向
公众清晰展现财政资金的“任务单、时间表、效果
图”，有利于督促部门落实绩效责任，切实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民生事业就可以多安
排一分钱。今年，中央本级预算安排在过紧日子
方面持续着力：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
务，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做好部门履职经
费保障，坚持有压有保；强化预算约束，防止铺张
浪费。

“推动中央部门精简不必要的节庆、论坛
和展会，更加节约高效地举办会议、开展培训
和调研。”这位负责人说。从紧从严安排“三
公”经费预算，实事求是保障合理需求。按季
评估中央部门过紧日子情况，将评估结果与预
算安排挂钩。

此外，为使公众找得到、看得懂、能监督，今
年各部门的部门预算除在本部门网站公开外，继
续在财政部门户网站设立的“中央预决算公开平
台”集中公开，方便人民群众监督政府财政工作。

在业内人士看来，预算公开是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强化预
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硬化预算约束、加强财会
监督的重要举措，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强化外部
监督的机制性安排，对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伊斯兰堡 3月 26日电 （记
者 蒋 超） 当 地 时 间 3 月 26 日 13 时 许
（北京时间 16 时许），中方企业承建的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达苏水电站
项目车辆在行驶途中遭遇恐怖袭击，
造成 5 名中方人员、1 名巴方人员遇
难。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领馆强烈谴责
这一恐怖主义行径，对两国遇难者表
示深切哀悼，对遇难者亲属致以诚挚
慰问。中国驻巴使领馆正会同巴方全
力推进事件善后处置工作。

中国驻巴使领馆已在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工作，要求巴方对袭击事件进行彻

查并严惩凶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保护在巴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驻巴使领馆提醒在巴中国公
民、企业务必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
提高安保等级，强化安保措施，全力做
好安全防范。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6日表示，为维护中方新能源汽车企业利益和全
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公平竞争环境，3月26日，中国
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
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这位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以“应对气候变
化”“低碳环保”为名，出台《通胀削减法》及其实
施细则，以使用美国等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
提，针对新能源汽车等制定歧视性补贴政策，将
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产品排除在外，扭曲了公平
竞争，严重扰乱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供应
链，违反了世贸组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规
则，中方坚决反对。

中方坚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制，尊重世贸组织成员在规则框架下实施产业
补贴，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当权利。我
们敦促美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尊重全球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及时纠正歧视性产业政
策，维护新能源汽车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入春后，气温快速回升，人们换上轻
便的春装。不少人开始严格控制饮食，减
少糖分摄入，“控糖”“减糖”“戒糖”成为热
词。然而，想要算清楚到底摄入了多少糖
并不容易。记者采访发现，市面上多数瓶
装饮料没有明确标注含糖量，奶茶店所售
饮料的含糖量更是没有统一说法。面对
记者的追问，一位店员干脆用纸杯接了糖
浆现场展示：“三分糖，就是一点点”。

市场现状
喝下一瓶“甜度”就超标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
居民每天添加糖不超50克，最好控制在25
克以下。

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糖？记者
来到超市进行探访。记者随手拿起一瓶
可口可乐，瓶身的营养成分表上清楚标
明，每 100 毫升可乐的含糖量为 10.6 克。
这也就意味着，500 毫升装的可口可乐每
瓶含糖量为53克，只要喝下一瓶这样的饮
料，就已经超过了膳食指南中的建议量上
限。为了更加直观地感受瓶装饮料的含
糖量，记者以一块重量约 4.5 克的方糖为
标准进行粗略计算，这瓶可乐的含糖量约
等于11.8块方糖。

随后，在一瓶 450 毫升装的美汁源果

粒橙瓶身上，记者看到，按照营养成分表
的标示，每100毫升果粒橙的含糖量为9.4
克，即一整瓶果粒橙含糖量为 42.3 克，相
当于9.4块方糖。

这两种饮料是明确标注了含糖量的，
但记者发现，大部分瓶装饮料并未明确标
出含糖量这一重要指标，如康师傅冰红
茶、水溶C100、雀巢咖啡、红牛等销量较高
的多款饮料，均未在营养成分表中标注含
糖量。

记者注意到，旺仔牛奶、简爱饮用型
酸奶、味全草莓牛奶、养乐多等奶产品的
配料表中，虽然显示产品中添加了“白砂
糖”，但均未明确标出含糖量。

反而是一些“低糖”“无糖”饮料，大多
明确标出了含糖量。如统一绿茶的“低
糖”版饮料的营养成分表中标明，每100毫
升饮料含糖 4 克。喜茶推出的低糖浓果
茶、元气森林推出的低糖丝绒草莓乳茶，
每 100 毫升的含糖量均在 5 克以下。不
过，按照相同容量来计算时有些“低糖”产
品也不符合标准，以一瓶450毫升的喜茶
低糖浓果茶为例，每100毫升含糖量为4.9
克，那整瓶的含糖量达到 22.05 克。按照
膳食指南中“居民每天添加糖最好控制在
25克以下”的建议，喝下一瓶低糖饮料，当
天的“甜蜜度”也几近饱和。

线下探访
一杯奶茶含糖多少说不清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与瓶装饮
料相比，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现制现售奶
茶、咖啡等饮品，含糖量更是含糊不清。
商家对“含糖量”的标注方法五花八门。

登录乐乐茶外卖平台页面后，记者选
择了一款名为“大口草莓桃”的饮料，在糖
量一栏，标注着“少甜、正常甜、少少甜、少
少少甜、不另加甜”等共计5个选项。在蜜
雪冰城外卖平台，一款“草莓啵啵”饮料的
糖度被分为“正常糖、七分糖、五分糖”3
档。贡茶外卖平台页面上，一款百香果茶
的甜度有“标准糖、多糖、半糖、微糖”4档。

“标准糖”到底是几克？“微糖”的含糖
量实际能“微”到何种程度？“不另加甜”代
表完全无糖吗？由于外卖平台页面上，无
论是哪一种甜度，均没有明确的量化标
准，商家也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记
者干脆到线下店去问个明白。

在北三环中路一家名为“沪上阿姨”
的饮品店内，记者询问一杯饮料的含糖量
具体是多少。“甜度是可以自己选的，三分
糖、五分糖、七分糖、全糖。”店员表示，根
据顾客选择的饮品种类不同，每杯饮料的
含糖量不一样。记者随即购买了一杯名
为“椰椰抹茶”的饮品，店员在电脑系统上
查了又查，最后表示这款饮品正常情况下
含糖量应该为10克，具体是一杯含糖量为
10克，还是每100毫升含糖量为10克却无
法解释清楚。

在位于白石桥南地铁站旁的一家茶
百道饮品店内，店员称：“三分糖就是一点
点。”但“一点点”到底是多少？店员为难
了：“这可没法形容，反正三分糖就是微
甜。”

记者刨根问底，这位店员索性用纸杯
从饮料机中接出一点糖浆后，将杯底的少
量糖浆展示给记者：“看，三分糖，就是这

么一点点。”
相关链接

上海拟为含糖饮料设“红橙绿”标识
有不少关注健康的网友都曾呼吁，饮

料中的含糖量，能不能也像其他营养元素
一样，明确量化标出？

早在 2022 年 12 月 30 日，新加坡就宣
布开始实行饮料分级制度，根据每100毫
升饮料中的含糖和饱和脂肪量，将饮料分
为 A、B、C、D 四个等级。从 A 级到 D 级，
含糖量和饱和脂肪含量逐步增加。除了
用不同颜色区分，饮料的含糖量还要清楚
地显示在标签上。

在我国，含糖饮料标注健康提示标识
的做法，将有望在上海实施。2023 年年
底，上海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含糖饮料健
康提示标识的制作样式及设置规范（征求
意见稿）》。在征求意见稿中，含糖饮料健
康提示标识包括三款，分别为“长期过量
摄入添加糖健康提示标识（红色标识）”

“每日添加糖摄入限量提示标识（橙色标
识）”“饮料选择指导提示标识（绿色标
识）”，具体为：

■红色标识内含双手交叉立于胸前
的图案，提示语为“过多摄入添加糖可增
加龋齿和超重风险，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
饮料”；

■橙色标识内含暂停手势的图案，提
醒每日添加糖应少于25克；

■绿色标识内含点赞手势，指导市民
看懂营养成分表。

奶茶店、咖啡店、餐厅、含糖饮料自动
分配机等也被纳入了规范的范围内。征
求意见稿发出后，含糖饮料健康提示“红
橙绿”系列标识开始在上海150余家含糖
饮料的售卖场所进行试用，提醒消费者适
当购买含糖饮料。

健康提示
标注为“无糖”其实也含糖

既然市面上销售的含糖饮料标注不
清，那选择无糖饮料呢？原来，标注为“无
糖”并不等于完全不含糖。根据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GB28050-2011《预包装食品营
养标签通则》规定，食品中的糖含量少于
0.5g/100g(固体)或 100mL(液体) ，即可标
注为“无糖食品”。也就是说，无糖是指固
体或液体食品含糖量在0.5%以下，而并非
一点糖不含。

曾有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做过检测，
所谓“不加糖”的奶茶，含糖量也在 2.2 克
至7.9克/100毫升之间。

“我买咖啡时特意选择了不额外加
糖，为什么喝起来，还是甜？”有消费者表
示。为此记者咨询了一位咖啡店员工，对
方解释，消费者购买的是一款五常米乳拿
铁，米乳由稻米制成，本身口感上会带有
淡淡的甜味。一位饮品店员表示，即使顾
客选择不另外加糖，也并不代表饮料完全

“无糖”，饮料里添加的一些水果本身就是
甜的，或者是经过糖腌渍的；奶茶中的芋
圆、麻薯等材料，在制作时也已经加入了
糖。

市场监管部门曾多次提醒，购买食品
不仅要看是否标注“无糖食品”字样，还应
综合参考成分表、热量表等。

本报综合消息

预算“晒”得细“花钱”必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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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回应诉美
《通胀削减法》补贴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