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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关税总水平降至 9 .9 %

（ 本刊通讯员）

经国务院批准，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进一步

降低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 10.4% 降至 9 .9 % ，涉及降

税的共 900 多个税目。2005 年是我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的关税减让承诺，较大幅度降税的最后一年，此

后，按入世承诺需降税的税目数将大为减少。

据了解，2005 年农产品平均税率将由 15 .6% 降低到

15.3%；工业品平均税率将由 9.5% 降低到 9.0%。其中，水

产品平均税率为 10.5% ，木材、纸及其制品为 4.6% ，纺织

品和服装为 11.4% ，化工产品为 6.9% ，交通工具为 13.3% ，

机械产品为 8 .0% ，电子产品为 9.1% 。

2005 年，根据《曼谷协定》、中国 -东盟“早期收获”

降税安排、中国 -巴基斯坦优惠关税安排、中国 - 泰国 -

新加坡果蔬零关税安排、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

系安排等自贸区协定和关税互惠协定，我国将对原产于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商品实行比最惠国税率更加优惠

的协定税率。此外，我国还将对原产于老挝、柬埔寨、

缅甸、孟加拉国、非洲部分国家等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

商品实行特惠税率。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为积极应对纺织品一体化后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适当调节纺织品出口节奏，促进纺

织品出口结构的优化，维护我国纺织行业的长远利益，

我国将对外衣、裙子等六类纺织品从量征收出口关税；

为保证农业春耕用肥需要，作为临时措施，对尿素从量

征收三个月的出口关税；对电解铝、铜、镍等部分高耗

能产品和资源性产品恢复征收适当的出口关税。

财经资讯
东北增值税改革由增量抵扣

调整为全额抵扣

（ 本刊通讯员）

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东

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政策的紧急通知》，就东北地

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有关政策进行补充，将东北增值

税改革从 “增量抵扣”政策调整为 “全额抵扣” 政策。
纳入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企业（以下简称

纳税人 ），凡有欠缴增值税的，无论其有无新增增值税

额，应首先用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并严

格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20 0 4 年东北地区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中有关抵减增值税欠税

的规定执行。
对纳税人在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发生

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减欠税后仍有余额的，经辽宁、

吉林、黑龙江和大连市财政厅（ 局）同意后，可不再按

照在新增增值税额内计算退税的办法计算退税，允许在

纳税人 2 00 4 年实现并入库的增值税收入中计算退税。对

仍未抵扣（ 退税 ）完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应留待下年抵

扣。
《规定》确定了东北地区增值税抵扣范围：在东北三

省一市进行的增值税改革，适用于从事装备制造业、石

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

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事军品或

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也可提出申请。但是，纳税人

当年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超过当年新增增值税税

额，当年没有新增增值税税额或新增增值税额不足抵扣

的，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应留待下年抵扣，即实施“增量

抵扣”政策。东北地区增值税抵扣的回溯时间为 20 0 4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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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会救助制度使城乡特

困群体和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

到保障，是 2004 年山西省政府为

群众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山西省

城市低保按照有进有出、能上能

下的动态管理机制的要求办事，

使全省城市低保对象基本稳定在

83 万人左右，围绕分类施保，对

重病、残疾、单亲等救助对象给

予重点照顾。目前，山西省新型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已初步形成，

去年共有 1 50 多万城乡群众成为

这一救助体系的直接受益者。

社会救助重点在广大农村，

为把农村特困户救助工作落到实

处， 各级干部深入乡村问寒问

暖，摸清了底数。其中汾阳市拿

出 1 7 3 万元对无生活来源、丧失

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员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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