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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

抑制通胀成基调

2007年 12月3 ～ 5日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当前宏观调控

的首要任务，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

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

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具体政策上，货

币政策从“稳中适度从紧”转向“从紧”；

财政政策继续“稳健”，但调控方向更

加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

支出结构也将向民生领域倾斜。此外，

在调控过程中将重视控制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和扩大消费需求，节能减排和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也将持续进行。

取消粮食出口退税

财政部近期宣布，自2007年 12

月20日起取消小麦、稻谷、大米、玉

米、大豆等原粮及其制粉的出口退税。

对2007年 12月20日以前已经签订的

价格不可更改的出口合同，在2007年

12月31日之前持已经签订的合同文本

（正本和副本）到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

机关登记备案。经备案后的出口合同，

在 2008年 2月29日之前出口的准予

按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执行；未经备

案的出口合同一律按调整后的退税率

执行。2008年 3月 1 日以 后，无 论新

老合同一律按调整后的退税率执行。

央企上缴红利比例确定

2007年 12月 12日，财政部发布

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今后中央政府管理的

一级企业，将向政府缴纳不同比例的

国有资本收益。此次规定的央企上缴

利润根据不同行业分三类执行：烟草、

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

企业，上交比例为 10% ；钢铁、运输、

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

上交比例为 5% ；军工企业、转制科研

院所企业，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

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正式成立

为应对突发事件、防范石油供给

风险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经国务院

批准，国家石油储备中心于2007年 12

月 18日正式成立。国家石油储备中心

是我国石油储备管理体系中的执行层，

宗旨是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石油

储备保障，职责是行使出资人权利，负

责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建设和管理，承

担战略石油储备收储、轮换和动用任

务，监测国内外石油市场供求变化。

上市公司新年报被要求

重点披露交叉持股情况

中国证监会 2007年 12月 19日发

布修订后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 >》。在对重大事项的披

露上，新的年报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应

当对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参股商

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

司和期货公司等金融企业股权进行重

点披露，包括最初投资成本、持股比

例、期末账面值、本期收益、会计核算

科目、股份来源等情况。对于委托资产

管理事项，也要详尽披露。针对全流通

市场环境下出现的限售股份变动等新

情况，准则要求增加披露限售股份变

动情况表，如果有战略投资者或一般

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名股东的，

上市公司也应予以注明，并披露约定

持股期间的起止日期。为更充分揭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准则要求实

际控制人应披露到自然人、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

议或安排的其他机构或自然人，包括

以信托方式形成实际控制的情况。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货物

免税管理办法（暂行）》发布

国家税务总局 2007年 12月印发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货物免税管

理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小规模纳

税人应在规定期限内填写《出口货物退

（免）税认定表》并持有关资料到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出口货物免税认定。已

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小规

模纳税人办理出口货物免税认定的期

限是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之

日起30日内。未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委托出口货物的小规模纳税

人办理出口货物免税认定的期限是首

份代理出口协议签定之日起 30日内。

已办理出口货物免税认定的小规模纳

税人，其认定内容发生变化的，须自有

关管理机关批准变更之日起30日内，

持相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出口

货物免税认定变更手续。办法还规定，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等

依法应当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应首

先注销其出口货物免税认定，再办理

注销税务登记；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其

他依法应终止出口货物免税认定的事

项但不需要注销税务登记的，应在有关

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 15日内

向税务机关申请注销出口免税认定。

央行年内第六次调存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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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

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

3.87% 提高到 4. 14% ，一 年期贷款基

准利率由现行的7.29 % 提高到7.47% ，

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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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万亿元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2007年 12

月 19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

说，2007年前 11 个月，我国财政收入

达到 48 177.12亿元，比2006年同期

增长33.5% ，预计全年全国财政收入将

超过5.1 万亿元，同比增长31% 左右。

在支出方面，2007年前 11 个月，全国

财政支出37 084.77亿元，同比增长

25.2%。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 11月，农林水事务支出 2 360.97

亿元，同比增 长 3 1 .4% ；教育支出

5 578.19亿元，同比增长32.7% ；医

疗卫生支出 1 418.85亿元，同比增长

40.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 128.46

亿元，同比增长28.6% ；科学技术支出

1 173.93亿元，同比增长33%。

17.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

11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

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7.3%。工业企业产品销售

率为 98.06% ，同比提高 0.24个百分

点。工业企业共实现出口交货值 6 752

亿元，同比增长 19.5%。从主要行业

看，纺织业增长 14.3% ，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20.4% ，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增长 23.5 % ，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14.8% ，通用设备

制造业增长24.4% ，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增长 2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增长 19.4%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5.6%，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3.6%。从

主要产品看，原煤、原油和发电量分

别为 2.1 亿吨、1 531 万吨和 2 755亿

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8.0%、1.0% 和

13.8% ；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3 991 万吨、3 969万吨和 4 768万吨，

分别增长 10.4%、4.3% 和 12.7% ；水

泥 1.3亿吨，增长 10.1% ；汽车 86.5

万辆，增长 21.7%，其中轿车 48.2万
辆，增长25.8%。1 ～ 11 月，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5%。

266.8%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
1 ～ 1 1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100 605

亿元，同比增长26.8%。其中，国有及

国有控股完成投资43 887亿元，增长

16.3%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1 632

亿元，增长31.8 %。从项目隶属关系

看，中央项目投资9 957亿元，同比增

长 12.8 % ；地方项目投资90 648亿元，

增长28.6%。从产业看，第一、二、三产

业分别完成投资 1 235亿元、44 208

亿元和 55 16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7
.
6%、29.7% 和 24.4%。从注册类型

看，内资企业投资89 368亿元，同比

增长27.1% ；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

资分别完成4 750亿元和 5 936亿元，

分别增长29.4% 和 20.2%。

8 105亿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

1 1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 105亿

元，同比增长 18.8%。分地域看，城

市消费品零售额 5 426亿元，同比增

长 19.2% ；县及县以下零售额 2 678

亿元，增长 18.0%。分行业看，批发和

零售业零售额 6 822亿元，同比增长

18.8% ；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1 101

亿元，增长 21.6% ；其他行业零售额

183亿元，增 长3.7%。分商品 类别

看，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吃、穿、用

商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9.9%、

29.0% 和 27.6%。1 ～ 11 月累计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80 195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16.4%。

19 690.9亿美元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统计，2007

年 1 ～ 1 1 月 我 国 外贸进出口 总值

19 690.9亿美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6% ，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上年全

年水平。随着国家采取的一系列调控

措施逐步显现作用，出口增幅持续

趋缓，进口步伐明显加快，贸易顺差

增幅也开始趋缓。1 ～ 1 1 月，我国出

口 1 1 036.1 亿美元，增长 26.1%，比

前 10 个月放慢了0.4 个百分点；进

口8 654.8亿美元，增长20.5% ，比前

10个月加快了0.6个百分点。1 ～ 1 1 月

累计贸易顺差为 2 381.3亿美元，增长

52.2%，比前 10个月的贸易顺差增幅

减缓 6.8个百分点。11月份当月我国外

贸进出口规模为 2 089.6亿美元，增

长 23.9%。1 1 月份 当 月贸易顺差 为

262.8亿美元，增长 14.7%。前 1 1 月，

欧盟仍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次

为美国和日本。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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