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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汇管理条例》

国务院总理 温 家宝 8月5日签署第

532号国务院令，公 布了修订后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条例修订

遵循了以 下主要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

放的方向，吸收近年来经常项目、资本项

目、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

方面的改革成果，并为下一步改革预留

政策空间。二是围绕宏观调控的重点，

以促进国际收 支平衡为目标，对外汇资

金流入流出实施均衡、规 范管理。三是

创造公 平竞争的环境，取消内资企业与

外资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

间、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差别待遇，按交

易性质进行监管。四 是按照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和依法行政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外汇管理内容、方式等规定，推进贸易投

资便利化，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约

束。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便利了贸易投

资活动，完善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

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制度，建立了国

际收支应急保障制度，强化 了跨境资金

流动监测，健全了外汇监管手段和措施，

并相应明确了有关法律责任。修订后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十个重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6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 并原则通过《 进

一步推进长江三 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会议要求

重点抓好以 下工作：一是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努力形成以 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

业结构。二是全面推进工 业结构优化升

级，努力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三

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四 是坚持走新型城

市化 道路，构建完备的城镇体系，完善

和提升城市功能。五是大力推进自主创

新，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强

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构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六 是积极推进

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 建设，增强区域发

展支撑能力。七是提高土地节约和集约

利用水平，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和环境保

护，全面提 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八是推

进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

展，加快 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促

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九是继续推进重

大改革试验，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

体系，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十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 高利用外资

质量。

纺织品等出口退税率调整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通知，

8月1日起，我国部分纺织品 、服装的出口

退税 率由11% 提高到13% ；部分竹制品

的出口 退税 率提高到11% 。取消红松子

仁、部分农药产品 、部分有机胂产品、紫

杉醇及其制品 、松香、白银、零号锌、部

分涂料产品、部分电池产品、碳素阳极的

出口退税。对涉及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

凡企业在2008年8月1日之前已经签订出

口合同且价格不能更改的，出口企业可在

2008年8月15日之前持合同文本到当地主

管出口 退税的税务机关登记备案。经备

案的出口 合同，凡在2009年1月1日之前

报关出口 的，准予按调整前的退税 率执

行。逾期未能备案以 及 2008年12月31日

以 后报 关出口 的，一律按调整后的出口

退税率执行。

发改委 “三定” 方案透出三大

信号

8月21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公布了其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

新“三定”方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传递出其在转变职能方面的三大信号：

一是减少微观干预。根据“三定”方案，

发改委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确

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地

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投资管理方面

的作用。为此，发改委要及时修订调减

投资核准目录，大幅度提高国家核准项

目的规 模（限额）标准，缩小投资审核

范围，下放投资审核权限。二是抓好宏

观调控。按照新“三定”方案的表述，发

改委的职责重点是：拟订和组织实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 划、年

度计划；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维护

国家经济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协

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投

资宏观管理，调控全社会投资总规模；

完善价格管理，做好价格总水平调控；

加 强宏观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预 测预警

和信息引导，增强扩大开放条件下国内

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推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指导推进

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统 筹综合

性 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专项经济体

制改革。三是提升管理效率。与以 往相

比，新“三定”方案对发改委的一些具体

职能进行了调整，内设机构也随之发生

了一些变化 ，有助于提升宏观管理的效

率和水平。

汽车消费税政策调整

自2008年9月1日起，我国调整汽车

消费税政 策：一是提高大排量乘用车的

消费税税 率，排气量在3.0升以 上至4.0

升（含4.0升）的乘用车，税 率由15% 上

调至25% ，排气量在4.0升以 上的乘用

车，税 率由20% 上调至40% ；二是降低

小排量乘用车的消费税税 率，排气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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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升（含1.0升）以 下的乘用车，税率由

3% 下调至1% 。

国家提高火电企业上网电价

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自8月20日

起，全国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平均每

千瓦时将提高2分钱，电网经营企业对电

力用户的销售电价不作调整。通知要求，

各省（区、市）电网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

价具体调价标准依 据该地区煤炭价格

上涨情况确定。除西藏、新疆不作调整

外，各地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调整幅

度每千瓦时在1分钱至2.5分钱之间。

柠檬酸和铁合金将实施出口许

可制

为 配合实施 铁合金产业政 策和柠

檬酸 生产企业 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标

准，加 强和规 范铁合金和柠檬酸（盐）产

品 出口 管理，商务部8月21日发布公 告，

决定自2008年9月1日起，实施《 铁合金

出口许可申领条件和程序》及《 柠檬酸、

柠檬酸盐出口许可申领条件和程序》。

出口 该公 告所涉及商品的企业应按照上

述两个申领条件和程序，向所在地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递交有关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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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 P I）同比

上涨6 .3% 。这是今年以 来C P I涨幅连

续第三个月走低。在物价上涨压 力对我

国经济形成严峻考验的背景下，C P I涨

幅呈现明显的回 落趋势。7月份城市C P I

同比上涨6.1% ，农村C P I上涨6.8% ；

食品 价格上涨14.4% ，非食品 价格上涨

2.1% ；消费品 价格上涨7.8% ，服务项目

价格上涨1.5% 。

14.7%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

份全国规 模以 上工 业企业增加 值同比

增长14.7% ，比6月份回 落1.3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回 落3.3个百分点。7月份工

业企业产品 销售率为98.10% ，同比下降

0.23个百分点。工 业企业共实现出口 交

货值6 977亿元，同比增长14.4% 。

14 821 .1亿美元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

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 总值达14 821.1亿

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4% 。其中出口

8 029.1亿 美元，增长22.6% ；进口 6 792

亿美元，增长31.1% 。

70%

国家工商总局近期下发通知规定，

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 定的外，一般

性服务业企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一律

降低到3万元。支持投资人以知识产权等

非货币财产出资设 立服务业企业，非货

币财产出资比例最高可达企业注册资本

的70% 。

1 168亿元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住宿

和餐饮 业 零售额实现1 168亿 元，同比

增长26.5% ，环比下降2.2% ，比上年同

期加快8.5个百分点，创今年月度增速新

高。1～7月份，全国住宿与餐饮业零售额

达到 8 374.9亿元，同比增长24.3% ，比

上年同期加快6.5个百分点，占同期社会

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 ，拉动社

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3.3个百分点。

760亿元

据证监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

106家证券公 司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760

亿元。截至6月底，总资产达1.6万亿元，

净资产达3 386亿 元，净资本达3 020亿

元。上半年共有43只 基金完成募集，募

集规模达1 007亿元，其中债券基金、保

本基金等固定收益类和低风险基金产品

募集规模占比72.3% 。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规模达22亿 元。9只Q D II募集规模达

1 254亿元。截至6月底，共规 范不合格

账户848万户；另库存放休眠账户1 942

万户。

11 .1%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6月份，受制

造业产品 出口 价格走高的拉动，我国出

口 商品价格同比上涨11.1% ，涨幅较5月

提高0.7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品 出口 价格

的走高带动了整体出口 价格小幅上扬。6

月份，制造业产品 出口价格上涨10.4% ，

涨幅较5月提 高0.7个百分点；农林牧渔

业产品出口价格上涨20.5% ，涨幅较5月

提高0.2个百分点。从 主要产品 来看，钢

铁制品 出口 价格 小幅上扬，原油、食用

植物油等商品出口价格增速大幅回 落。

另外，6月份我国进口 商品 价格同比上涨

20.1% ，涨幅较5月回 落0.8个百分点。其

中，初级产品 进口 价格上涨54.8% ，涨幅

较5月提高8.8个百分点。

11 .9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第二 季

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总体 水平同比增

长11.94% ，商业、居住、工 业地价平均

水平同比增长分别为11.08% 、15.82% 、

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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