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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7.6%，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5.5%，一般贸易进口增长

56.6%，商品房销售额增长 25.4%，汽车销售量增长47.7%，

带动营业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等

较快增长。其次，去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

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9%，而今年上半年分别同比上涨

2 .6%、6%，价格总水平上涨使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 相应

增加。第三，去年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及年中调高烟产品消费

税，前几个月政策增收部分入库较少，今年同期国内消费税翘

尾增收，使上半年消费税增幅较高。最后是去年上半年全国

财政收入下降2 .4%、基数较低。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与

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24.5%，折算到两年中年均增长11.6%，

属于恢复性增长。

▲

 178.4亿美元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11个国家和地区的1 84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

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主要

分布在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我国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对主要经济 体的投

资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1～6月，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上年

同期增长3.6倍，达到6.05亿美元；对东盟直接投资12.21亿美

元，同比增长125.7%；对欧盟直接投资4.06亿美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07.2%；对俄罗斯投资2.64亿美元，同比增长58.5%。

二是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上半年累

计投资达到74.8亿美元，同比增长126.7%。

▲

 加强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管理

财政部近日研究制定了《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和加强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据财政部介绍，地方特色产业中小

企业发展资金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专门用于支持地方特色

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聚集区内中小企业技术进步、节能减排、

协作配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资金。特色产业资金的

管理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定向使用、科学管理、加强监督的原

则，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高效。《暂行办法》规定，特色

产业资金主要用于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鼓励

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加强中小企业与骨干企业专业化协作、支

持中小企业产业升级和延伸以及改善中小企业服务环境等５

个方面。特色产业资金的支持方式采用无偿资助、贷款贴息方

式。同一年度，每个项目只能申请一种支持方式。特色产业资

金贷款贴息的额度，根据项目贷款额及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确定。特色产业资金无偿资助的额度，每个项目

一般不超过300万元。每个项目的贴息期限一般不超过２年，

年贴息率不超过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贴息额度一般不超过300

万元。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上线运行

我国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已于近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上线运

行，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机构共计316家，网点64 681个，

目前该系统运行稳定。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推出，标志着我国

商业票据业务进入电子化时代，对降低票据业务风险和成本、

促进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的形成，丰富支付结算工具、便利中

小企业融资、完善利率生成机制，促进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

义。为了规范和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健康发展，对电子商业

汇票业务的推广应用，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积极稳妥、分步

实施”的原则，组织金融机构分批实施。20家机构于2009年10

月28日首批试点。应金融机构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

6月28日集中组织了296家机构第二批上线，自试点起，系统处

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共计93 448笔，金额3 540亿元。

▲

 中国证监会加强对上市证券公司的信息管理

证监会近日出台《关于修改<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

的规定>的决定》，就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的信息管理从五方面

做出进一步要求：一是要求上市证券公司在报送监管月报的

同时，自主披露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当期营业收

入、当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等数据。二是要求上市证券公司

及时披露行政许可事项有关情况。包括公司做出行政许可申请

的决议或决定情况以及监管部门对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结果，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公司一般性行政许可的审批结果。三是要

求上市证券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监管部门对证券公司的分

类结果。包括在中期报告中披露其当年分类结果，在年度报告

中披露其近三年的分类结果。四是要求上市证券公司加强公司

内部的信息规范管理，建立健全信息管理制度。包括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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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建立健全信息保密制度；建立健全

信息隔离墙制度；建立健全信息管理应急机制，及时应对市场

有关传闻等。五是要求上市证券公司严格执行监管部门关于信

息沟通的制度要求。即确有需求与监管部门进行沟通的，应当

在交易日收市之后进行，涉及到重大事项的应按规定及时停牌

或公告。

▲

 税务部门将加大对“走出去”企业支持力度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走出去”企业

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意见》,以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

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做好相关服务和管理工作。《意见》明确

要完善税收政策。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对于“走出去”企业的境

外所得税收抵免,将根据税法和《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

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进一步明确相关政策,尽快制定具体

的税收抵免操作指南。在进出口税收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与企

业境外投资有关的出口退税政策,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政策

支持力度。在其他税收方面,要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法,解决企

业境外投资中涉及的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根据企业境外提供

服务的特点,研究完善有关的营业税政策,避免重复征税。《意

见》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应进一步提高对加快实施“走出去”

战略重要意义的认识,按照税务总局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做好对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服从和服务于

“走出去”战略的工作大局。

▲

 二季度经济增速回落是主动调控结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月16日说，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的发 展

速度比第一季度有所回落。这除了基数的因素外，主要是主动

调控的结果。中国经济总的来看是向宏观调控的方向发展。下

半年，经济调控的主基调是保持政策稳定，核心是处理好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之

间的关系。温家宝说，“我们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

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提高宏观

调控的水平，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温家宝强调，要在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经济复苏的内在

自主动力，进一步加强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进一步推进改革

开放，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体制，进一步改善民生，保持

社会和谐。

▲

 刘明康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强调四项监管要求

7月20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强调了

四项监管要求：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 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精神，进一步加

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管理，防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代

偿性风险，继续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

保全”的清理要求，根据既定时间表，对贷款进行严格、准确

分类，提足拨备，完成对坏账的核销；推动银政对账，并建立

管理台账；对清理后的存量贷款进行分类处置；严格控制新

项目贷款，强化贷款风险管理。二是要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的精神，严格

执行《关于规范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中二套房认定标准通

知》要求，坚持调控力度不放松，确保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和

持续性。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管理，持续深入开

展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贷款压力测试。三是要高度重视行业信

贷风险。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等“三

类”行业项目的授信。严格进行贷款 风险分类，相应提 足拨

备，加大核销和处置工作力度，并运用差别定价、经济资本占

用、提取专项拨备等工具，有效抑制对“三类”行业的贷款冲

动。对因违背国家政策，尽责调查不到位，违反合规、风险、

信审等管理要求而形成贷款损失的，要严厉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四是要从源头把好银行操作风险的管理关口。进一步完

善公司治理，从源头抓起，建立健全内控机制，加快建立操作

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

▲

 应当继续坚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指出，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

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做出的正确决策，也是我国既定

的一贯政策。汇改以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框架和内涵

不断得以完善，动态趋向合理均衡汇率水平的机制逐步形成，

汇率定价更加依照市场供求关系，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不断完

善。胡晓炼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深化改革和

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

局的必然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我国经济发展

的阶段、市场体制完善进程、金融监管水平提高和企业承受能

力相适应，应当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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