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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

普惠性减税措施

1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针

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一是大

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

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100万元到300万元的部分，分

别减按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

税负降至5%和10%。调整后优惠政策将

覆盖95%以上的纳税企业，其中98%为

民营企业。二是对主要包括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

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

到10万元。三是允许各省（区、市）政府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

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

种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四是扩

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

范围，使投向这类企业的创投企业和天

使投资个人有更多税收优惠。五是为弥

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地方财力缺

口，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

支付。上述减税政策可追溯至今年1月1

日，实施期限暂定三年，预计每年可再为

小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行

和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行和用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在建工程及

补短板项目建设并带动消费扩大。一是

对已经全国人大授权提前下达的1.39万

亿元地方债要尽快启动发行。抓紧确定

全年专项债分配方案，力争9月底前基本

发行完毕。二是更好发挥专项债对当前

稳投资促消费的重要作用。专项债募集

资金要优先用于在建项目，防止“半拉子”

工程，支持规划内重大项目及解决政府

项目拖欠工程款等。在具备施工条件的

地方抓紧开工一批交通、水利、生态环保

等重大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暂不

具备条件的地方也要抓紧开展备料等前

期工作。三是货币信贷政策要配合专项

债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引导金融机构

加强金融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后续融资。

四是规范专项债管理，落实偿还责任，严

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加强中央预算单位2019年预算

执行管理

财政部印发《关于中央预算单位

2019年预算执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夯实国库集中支付基础工作，预算

单位要加强预算执行事前规划，并严格

依据本单位预算指标和实际用款需求编

制用款计划，提高用款计划编报的准确

性，在实际使用资金时，按照财政部规定

的支付方式划分标准自行选择对应的资

金支付方式，继续做好零余额账户管理

工作；严控向实有资金账户划转资金，

预算单位不得违规从本单位零余额账户

向本单位或本部门其他预算单位实有资

金账户划转资金；规范预算单位资金存

放管理，建立健全科学规范、公正透明的

资金存放管理机制，采用综合评分法选

择资金存放银行；落实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改革，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预算级

次或者项目间的预算资金的调剂；做好

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和收缴管理工作；

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监控。

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技和教育

资金预算执行管理

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

政科技和教育资金预算执行管理有关事

宜的通知》，要求优化资金支付管理，提

高预算单位用款自主权，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民口）资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

专项资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

金、青年千人计划项目资金，教育主管部

门和中央高校管理的奖助学金、国家助学

贷款贴息及风险补偿金、来华留学经费、

出国留学经费，全部实行财政授权支付；

完善公务卡管理，放宽科研项目中公务卡

结算要求；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

提高政府采购效率，简化科研仪器设备进

口产品备案内容，优化科研仪器设备变更

采购方式审批程序。

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配置管理

财政部印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明确资产配置是

指财政部、中央部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根据单位履行职能需要、存量资产状况

和财力情况等因素，通过调剂、租用、购

置等方式配备资产的行为。资产配置的

资金来源包括财政拨款收入和其他各类

收入。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通过租用、购

置、建设等方式配置资产应当按规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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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年度新增资产配置相关预算，按程序

报财政部审核。纳入新增资产配置相关

预算编制范围的资产类别，由财政部在

布置年度部门预算时明确。国家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应当

按照标准配置资产；没有标准的，应当

从严控制，避免浪费。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部门和单位要切实承担起资产

管理的主体责任，把资产管理放在与资金

管理同等重要位置，建立健全资产管理

内部控制机制，强化职责分工、密切协调

配合，形成管理合力；加紧做好公共基础

设施等资产登记入账和管理工作，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各类资产的会计核算，做到账

实相符，确保资产信息的全面、准确和完

整；探索建立共享共用和资产调剂机制；

优化新增资产配置管理，以存量制约增

量，以增量调整存量，进一步提高资产配

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严格控制资产出

租出借和对外投资；规范资产处置管理，

资产处置要遵循公开、公平和竞争择优的

原则；加强资产收入管理，规范收支行

为；认真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抓紧落

实资产管理机构和管理力量；严格抓好

加强和改进资产管理的落实工作。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印发《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是指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中央财政设立的用于支持地方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对

下列事项予以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试点；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打赢蓝

天保卫战其他重点任务；氢氟碳化物销

毁处置；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关于大气

污染防治的其他重要事项。财政部、生态

环境部负责组织对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开

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管

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开展绩效评价，

重点关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领域重点任

务的完成情况、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情

况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绩效评价结果与

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

规范电信普遍服务补助资金试点

工作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电信

普遍服务补助资金管理试点办法》，明确

电信普遍服务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安

排的，用于支持电信普遍服务工作，包括

农村、边远地区光纤和4G等宽带网络建

设运行维护的资金。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以

下事项：行政村、边疆地区、海岛（礁）等

地区开展光纤或4G等宽带网络建设；电

信普遍服务试点承担企业，对行政村试点

项目提供6年运营维护保障，对边疆、海

岛（礁）试点项目提供10年运营维护保障；

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电信普遍服务其他

重点工作。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列入中央对

地方专项转移支付，执行中央对地方专项

转移支付管理相关规定。资金调度按照上

下级财政间库款调度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有关

规定执行。 

1.3万亿元
预计2018年全年为市场主

体减负约1.3万亿元，不管是规

模，还是占GDP的比重，都超过

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效降

低了实体经济成本负担。

3044亿元
2015—2018年中央财政累计

安排补助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3044亿元，实现连续四年每年

新增200亿元，从2015年的461

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061亿元，

年均增幅达到32.03%。

2140亿元
2018—2020年，中央财政拟

在2017年扶贫投入不减的基础

上，新增安排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资金2140亿元，其中“三区

三州”1050亿元。

26.11万个
截至2018年10月底，国家信

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和33

家省级农担公司先后成立，累计

设立市（县）分支机构376家，与

地方政府或其他金融机构合作

设立952家业务网点，业务覆盖

范围超过全国一半县市行政区。

三年来，全国新增担保项目26.11

万个，新增担保额956.5亿元，在

保余额56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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