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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证监会将按照“逐步实

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总体要求，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的实际需要出发，稳步提高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一是在继

续鼓励双向直接投资的同时，鼓励双向平衡的组合投资。支持

中介机构、境内外交易所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合作。总的目标是，

非居民在境内的发行与交易要更加制度化、便利化。非居民投

资，QFII、RQFII 等间接渠道总的额度需要有计划地持续增

加，投资比例限制也要逐步放宽，直接渠道也要适当拓宽。二

是扩大居民发行、交易境外金融工具范围。目前我国居民参与

境外证券、期货和不动产市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许多变通方

式实现的。我们在积极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同时，

也要逐步开放、拓宽居民直接参与境外市场的渠道，使居民个

人资本交易实现正规化、便利化。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内

机构投资者制度安排，试点开展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即

所谓 QDII2），适当放宽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条件，支持符合

条件的内地企业赴境外融资，提高我国经济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配置资源的能力。三是提高中介机构服务跨境投资的水平。境

内外的金融机构尤其是证券类机构，需要提高为非居民、居民

跨境投资的服务水平，拓宽业务深度、广度，加快品种创新、

交易的组织和服务创新。我们将继续兑现金融市场开放承诺，

进一步放宽证券期货业的外资市场准入，提高外资持股上限，

逐步放宽业务范围。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走出去”，推进期货公司境外期货经纪业务试点。

应适当壮大地方税收收入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近日表示，在逐步完善税制过程中，

应充实地方税体系，适当壮大地方税收收入，提高地方公共服

务的保障能力。一段时期，我国地方税主要税种可考虑主要由以

下四项组成 ：一是营业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第三产业的

发展动力加大，与其密切相关的营业税也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作

为省级为主掌握的税种，有利于调动地方高端协调推进辖区第三

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但此税的前景是逐步被增值税的“扩围”改

革所取代，以助益于减少第三产业中现存的重复征税因素，促进

第三产业更好发展和总体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二是积极试点开

征房地产税。从前景看，将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物业

税后，由于计税依据、税率、课税范围等发生变化，收入数量将

会有显著增加，特别是有利于把地方政府主要的注意力引导到按

市场经济要求优化本地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上面，形成地方政

府行为与经济发展、市场机制不断完善间的良性互动长效机制。

三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方向是适当提高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

比重，适应城镇化过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四是适时实施和扩展

推进资源税改革，在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的

同时，增加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具有资源比较优势而经济欠发达地

区的税收收入。2010 年下半年，此项改革已在新疆先行。今后工

商业不够发达然而资源富集的西部，可望以此税打造其地方税

体系中的支柱。此外，正税清费，进一步推进税费改革，应研究

赋予地方政府对某些税种的选择权和适当调整地方税种税目税

率等税收政策的管理权。

我国企业发展面临四大结构性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近日表示，尽管 2012 年四

季度以来经济增长已出现见底趋稳的明显迹象，但在相当一

个时期我国企业发展将会面临四大结构性挑战。第一个挑战

来自于产能过剩和各地产业高度同质化。李伟认为，近些年来

特别是最近几年，不仅传统产业过剩，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

过剩，部分行业甚至还出现了绝对量和长期性过剩。而近几年

的集中投资、各地产业规划高度雷同，还在不断形成新增产能。

产能过剩带来的后果是各地区产业高度同质化，企业效益大幅

下滑，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复杂的国际环

境。李伟分析，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国企业“走出

去”在面临难得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更多

的摩擦。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在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企

的压力下，不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而且投资保护主义开

始盛行，中国企业许多正常的兼并收购行为也往往被打上“阴

谋”的烙印。对这一挑战，企业要有充分估计。第三个挑战来

自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李伟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

字化制造、个性化生产将会深刻影响全球的制造与服务业版

图。我国企业如果不加强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在高端制

造上将有可能再次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地抛在身后。第四个

挑战来自于我国逐渐减弱的人口红利。未来十年壮年劳动力数

量每年将下降 1.2%，加上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使得我国在劳

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正不断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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