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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

工作要重点做好五项工作：一是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修订《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

造 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

业。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符合

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

优先供应土地。二是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鼓 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 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对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外商企业加大政策开放和技术资

金配套支持力度。三是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鼓励外资以

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加快推进利用

外资设立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试点工作。拓宽外商投资企业境

内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

支持。四是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清理涉及外商投

资的审批事项，最大限度缩小审批、核准范围，增加审批透明

度。五是营造良好投资环境。规范和促进开发区发 展，加快

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简化其外

汇资本金结汇手续。

▲
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

1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加快推进电信网、广

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重点工作：一是按照先易后难、

试点先行的原则，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双向进入试点。符合

条件的广播电视企业可以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和部分基础电信

业务、互联网业务；符合条件的电信企业可以从事部分广播电

视节目生产制作和传输。鼓励广电企业和电信企业加强合作、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二是加强网络建设改造。全面推进有线

电视网络数字化和双向化升级改造，提高业务承载和支撑能

力。三是加快产业发展。充分利用三网融合有利条件，创新产

业形态，推动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手机电视、数字电视宽带

上网等业务的应用，促进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和其他现代服务

业发展。四是强化网络管理。落实管理职责，健全管理体系，保

障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五是加强政策扶持。制定相关产

业政策，支持三网融合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基础技术和关键

软硬件的研发和产业化。

▲

一季度要重点抓好六项工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

出，做好一季度工作，对全年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要重点

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形势分析，搞好宏观调控。充分考虑

2009年同期基数影响，加强对主要指标的环比分析，密切跟踪

市场需求变化，准确判断形势，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充裕，着力优化信贷结构，把握好

信贷投放节奏，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可持

续性。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尽快制定规

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落实和完善稳定

外需的政策措施，做好应对贸易摩擦的各项工作。二是抓好经

济运行调节。三是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四是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抓紧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加快推进

保障性安居工程，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多渠道满足住房困难

家庭居住需求；加强对市场需求的分类调控，抑制投机投资性

购房；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五是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

维护社会稳定。六是进一步做好农业农村工作。

▲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障改善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出席全国财政

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立足扩大内需，突出民生保障，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实现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李克强指出，今年是我国经济

形势极为复杂的一年，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这就对今年

的财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处理好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把扩大内需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

范潜在风险。要加大财政对“三农”、社会事业、中西部地区、自主

创新、节能环保等的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好财政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作用。李

克强要求，新的一年，各级财政部门要努力增收节支，搞好统筹安

排。各方面都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严

格控制楼堂馆所建设，严肃财经纪律，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

执行廉政规定，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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