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财经资讯

要闻回顾

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补“短板”

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中西部
教育发展补“短板”，夯实发展基础、促
进社会公平。一是促进县域内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完善
中职学校生均经费标准，逐步分类推进
中职教育免除学杂费，提高职业院校办
学能力，推广现代学徒制，推行校企联
合，强化实习实训，增强实践和就业创业
能力，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创造条
件。三是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新建和
改扩建一批普通高中，提升乡村高中办
学条件，加快实现宽带接入，率先对贫困
家庭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到
2020年使中西部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90%。四是支持建设一批高水
平大学和学科，扩大中西部学生接受优
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五是办好农村学前
教育，支持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尤其
是民办托幼机构发展。六是加大对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政策倾斜力度，加强民
族地区“双语”教育，增强学生发展能力。
搞好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教资源中心建设，
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比例。

做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

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全面推开营
改增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高度重视全
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密切跟踪试点运行情况，做好政
策解读和舆论引导；严肃财经纪律，强
化责任追究。《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密切跟踪掌握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
作的进展情况，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针对不同行业和企业特点，
梳理试点过程中的新情况，不断总结试
点经验，优化流程，改进方法，加强监测
预警，完善应对预案，强化风险防控，出
现问题迅速处置。要进一步加强试点工

作宣传，深入进行政策解读，对不实消息
和人为炒作要予以及时澄清，积极回应
社会关切，避免政策误读，有效引导社会
舆论，为改革营造良好氛围。

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
收入划分调整

国务院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
方案》，明确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
还和地方上缴基数；所有行业企业缴纳
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
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
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中央上划收入
通过税收返还方式给地方，确保地方既
有财力不变；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过
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给地方，主要用于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方案自
2016年5月1日起执行。过渡期暂定2—
3年，届时根据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等改革进展情
况，研究是否适当调整。

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贫困
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
的意见》，明确2016年各省（区、市）在连
片特困地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范围内，优先选择领导班子强、工作
基础好、脱贫攻坚任务重的贫困县开展
试点，试点贫困县数量不少于贫困县总
数的1/3，具备条件的可扩大试点范围，
2017年推广到全部贫困县。统筹整合使
用的资金范围是各级财政安排用于农业
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资
金。中央层面主要包括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
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技术
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林业补助资金、农
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安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金、旅游发展
基金、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
部分等。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方
面资金，也要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贫困
人口变化情况，完善资金安排使用机制，
精准有效使用资金。

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
改革工作

财政部、农业部印发《关于全面推开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明
确自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
项补贴”改革，即将农业“三项补贴”合
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
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
营。中央财政已将2016年用于耕地地力
保护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全部提前
下达，其中下达黑龙江省、广东省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资金，包含了需兑付
给直属垦区农场和兵团团场职工的用于
耕地地力保护的资金，由农业部直属垦
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当地省级财政、
农业部门研究落实；年度执行中下达的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全部用于支持粮
食适度规模经营；中央财政通过上划部
门预算下达农业部直属垦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中储粮总公司的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资金，全部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
模经营。

营改增后契税等计税依据问题
明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营
改增后契税 房产税 土地增值税 个人所
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明确计征契
税的成交价格不含增值税；房产出租的，
计征房产税的租金收入不含增值税；土
地增值税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
为不含增值税收入；个人转让房屋的个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16.10半月刊[总第711期]

71

数字

203.3413万亿元
截至2016年3月末，我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203.3413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6%；总
负债为187.3388万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6.0%。

4323亿元
1—3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

入99492.5亿元，同比下降3%；
利润总额4323亿元，同比下降
13.8%。

420元
2016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

的人均补助标准在2015年的基础
上提高40元，达到420元，其中，
中央财政对新增40元部分按照西
部地区80%、中部地区60%的比
例进行补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
分别按一定比例补助。

1011万户
截至4月底，国税部门接收

并确认的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共有
1011万户，其中小规模纳税人901
万户，占89.1%。

7.4%
1—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7.4%，比1月至2
月加快2.6个百分点。

人所得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其取得
房屋时所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增值税计入
财产原值，计算转让所得时可扣除的税
费不包括本次转让缴纳的增值税；个人
出租房屋的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不含增
值税，计算房屋出租所得可扣除的税费
不包括本次出租缴纳的增值税，个人转
租房屋的，其向房屋出租方支付的租金
及增值税额，在计算转租所得时予以扣
除；免征增值税的，确定计税依据时，成
交价格、租金收入、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
入不扣减增值税额；在计征上述税种时，
税务机关核定的计税价格或收入不含增
值税。

补充文件兑现营改增后税负只
减不增承诺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印发《关
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
业有关政策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明确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务、
收费公路通行费抵扣等政策的通知》，通
过细节兑现营改增后“所有行业税负只
减不增”的政府承诺。针对市场担心影响
债券利率，《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
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指
出，质押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持有政策
性金融债券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这意味着二者将不在增值税征收范围内，
此举有助于稳定债券利率水平，降低机
构融资成本。《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务、收费公
路通行费抵扣等政策的通知》明确在保
留差额征收的同时，增加可抵扣模式，即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企
业可以选择更划算的方式。同时，针对高
速公路费抵扣凭证问题提出了过渡性举
措，明确一般纳税人支付的道路、桥、闸
通行费，暂凭取得的通行费发票计算可
抵扣的进项税额。

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
发《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
知》，明确从2016年5月1日起，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
20%的省（区、市）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
支付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区、市），可
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至19%，
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行；从2016
年5月1日起，失业保险总费率在2015
年已降低1个百分点基础上可以阶段
性降至1%—1.5%，其中个人费率不超
过0.5%，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
行。同时，各地要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
2015年关于降低工伤保险平均费率0.25
个百分点和生育保险费率0.5个百分点
的决定和有关政策规定，确保政策实施      
到位。

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扩展至
全国

文化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引
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通
知》，决定在2015年“拉动城乡居民文化
消费试点项目”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
费试点工作。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将
按照“中央引导、地方为主、社会参与、
互利共赢”的原则，确定一批试点城市，
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作用，以点带
面，形成若干行之有效、可持续和可复制
推广的促进文化消费模式，推动我国文
化消费总体规模持续增长，带动相关领
域消费，不断增强文化消费拉动经济增
长的积极作用。中央财政将通过中央补
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按照有关规定对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
统筹予以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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