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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资讯

要闻回顾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了目标任务：
到2020年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
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
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
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相适应，跨地区、跨流域补偿试点示
范取得明显进展，多元化补偿机制初步建
立，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体系，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意见》要求建立稳定投入机制，
完善重点生态区域补偿机制，推进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健全配套制度体系，创新政
策协同机制，结合生态保护补偿推进精准
脱贫，加快推进法制建设。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行动方案》，要求发挥中央财政
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引导作用，发挥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的杠杆作
用，采取设立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等方
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支持关系国计民
生和产业发展的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优
化整合后的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
基地和人才专项，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技
术转移机构、基地和人才的支持力度。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支持战
略性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前期攻关和示
范应用。加大地方财政支持科技成果转
化力度。引导和鼓励地方设立创业投资
引导、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运营等专
项资金（基金），引导信贷资金、创业投
资资金以及各类社会资金加大投入，支
持区域重点产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要
求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加大中央预算内
投资、专项建设基金对示范基地支持力
度。在示范基地内探索鼓励创业创新的
税收支持政策。抓紧制定科技型中小企
业认定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个人的股权
奖励，递延至取得股权分红或转让股权
时纳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
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满2年的，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
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
惠。居民企业转让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
用权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享受企业
所得税优惠。

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决定自2016
年7月1日起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
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开展水资源税改
革试点工作，逐步将其他自然资源纳入
征收范围；实施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
革；全面清理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
合理确定资源税税率水平；加强矿产资
源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提高资源综合利
用效率；纳入改革的矿产资源税收入全
部为地方财政收入，水资源税仍按水资
源费中央与地方1：9的分成比例不变，
河北省在缴纳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期间水
资源税收入全部留给该省。

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明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资
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资
源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或
销售量，各税目的征税对象包括原矿、精
矿（或原矿加工品）、金锭、氯化钠初级产
品。各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按《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
知》要求提出或确定本地区资源税适用
税率。测算具体适用税率时，要充分考虑
本地区资源禀赋、企业承受能力和清理
收费基金等因素，按照改革前后税费平
移原则，以近几年企业缴纳资源税、矿产
资源补偿费金额（铁矿石开采企业缴纳
资源税金额按40%税额标准测算）和矿
产品市场价格水平为依据确定。一个矿
种原则上设定一档税率，少数资源条件
差异较大的矿种可按不同资源条件、不
同地区设定两档税率。

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财政部等三部门印发《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暂行办法》，决定自2016年7
月1日起在河北省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办法》明确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
施直接从江河、湖泊（含水库）和地下
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
资源税纳税人，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
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
征。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取
水口所在地税额标准×实际取用水量。
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取用水量
按照实际发电量确定。按地表水和地下
水分类确定水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对
下列取用水减免征收水资源税：对规
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
源税；对取用污水处理回用水、再生水
等非常规水源，免征水资源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减税和免税
情形。

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指导意
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
完善特殊困难群体和重点优抚对象等老
年人购买意外伤害险统保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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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19亿元
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5523亿元，同比增长14.4%。
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54419亿元，同比增长8.6%，
增幅比去年全年增幅提高2.8个百
分点。

51068亿元
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3109亿元，同比增长4.5%。1—
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068亿元，同比增长12.4%。

11846亿元
1—4月累计，全国政府性

基金收入11846亿元，同比增长
4.3%；支出8921亿元，同比下降
13.2%。

5040亿元
2006—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

安排城市公交、农村客运、出租
车、渔业和林业等五大行业油价
补贴资金5040亿元，对于顺利推
进成品油定价机制和交通税费改
革、保护困难群体利益、促进公益
性行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
了重要作用。

1000亿元
中央财政设立工业企业结构

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规模为
1000亿元，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
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
给予奖补，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
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综合运用兼并
重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
式，实现市场出清。

完善针对保险公司的激励政策，使意外
伤害保险最大限度惠及广大老年人。倡
导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为退休职工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或对保费给予适当补助。
鼓励法律援助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理赔维
权服务，依法维护投保老年人的合法权
益。用集体资金、社会捐赠资金等为老年
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应尊重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或捐赠人意愿，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确保资金安全。特殊困难群体和
重点优抚对象等老年人参加意外伤害保
险的，可由老龄工作部门或民政部门统
一组织或作为被保险人代表与承保保险
公司签订投保合同。

中央财政支持实施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

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中
央财政支持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通
知》，明确中央财政对实施蓝色海湾整治
行动的重点城市给予补助，补助资金总
额：计划单列市4亿元，一般市、区（地
市级）3亿元，资金分两年安排，第二年
将根据工作考核结果拨付。中央补助资
金由地市政府统筹安排，用于蓝色海湾
整治行动。采取评审选拔的方式确定支
持城市。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定期组织绩
效评价工作，并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进行
奖罚。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
策明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明确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和个体
工商户（以下称纳税人），实行由税务机
关按纳税人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即
征即退增值税的办法。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的条件：纳税人（除盲人按摩机构外）
月安置的残疾人占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

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
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盲人按
摩机构月安置的残疾人占在职职工人数
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
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5人（含5人）；依
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
（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为
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通过
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
按月支付了不低于纳税人所在区县适用
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的工资。 

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试点电视电话会召开

5月10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
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电视电话会
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副秘
书长江泽林主持会议。财政部党组书记、
部长楼继伟参加会议并发言。汪洋强调，
支持贫困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是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也是深化“放管
服”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央、省（区、市）、
市（地）级要将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
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
纳入整合范围，允许试点贫困县统筹使
用，集中用于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要继
续增强贫困县的财政保障能力，加大对
贫困县倾斜支持力度，各部门要着力做
好资金监管和政策服务。试点贫困县要
科学编制脱贫攻坚规划，确定重点扶贫
项目和建设任务，完善资金整合使用具
体方案和决策程序，创新资金使用机制，
履行好资金管理监督首要责任，全面提
高脱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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