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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亿美元

证监会网站不久前公布了我国企业境

外上市外资股筹资统计简表及相关境外上

市公司名录。统计显示 ，自 1 993年 7月 15

日青岛啤酒首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先河以

来 ， 截至 2005年 1 2月 31 日 ， 共有 1 24 家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 ， 筹集资金合计达

555 .44亿美元。其中 ， 在境外主板上市的

中国企业共83家 ，31 家企业成功进行了增

资发行，5家企业发行了可转债 ，还有 2家

公司退市。另有4 1 家中国企业在境外创业

板上市。

3 万亿元

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显示 ， 2005

年全国税收收入达到 30 866亿元（不包括

关税和农业税收）， 比上年增长 20% ， 增

收 5 1 48 亿元。据统计 ， 2005 年国内增

值税 、 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共完成

1 6 564亿元 ， 增长 1 8 .2% ， 增收 2 547亿

元 ， 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为 49 .5% ， 与上

年基本持平。内、 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共完成 7 605亿元 ， 增长 30 .9% ，

增收 1 793亿元 ， 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为

34 .8% ， 比上年提高 9 .2个百分点。国家

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2005年主要税

种收入增长与相关经济增长指标基本协

调， 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税收

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 ， 是中西部地区增长

快于东部地区。2005年 ， 东部地区税收收

入完成 21 834亿元 ，比上年增长 1 9 .2% ，

占全国收入比重为 70 .7% ；中部地区收入

4 8 1 7亿元， 增长 22 .4% ，占全国收入比

重为 1 5 .6% ；西部地区收入 4 2 1 5亿元 ，

增长 21 .7% ， 占全国收入比重为 1 3 . 7%。

3 017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不久前公布 ，截至 2005

年 1 1 月底 ， 全国办理出口退（免）税已达

3 01 7亿元 ， 未发生 “ 新欠” 退税，改善了

企业的财务状况 ， 增强了企业扩大出口的

信心， 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截至

2005年 1 1 月底，全国进出口总额达 1 2 823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23 .5 % ， 其中 ， 出

口 6 86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29 .7% ，

外贸出口继续实现快速平稳增长。

2 000亿美元

商务部不久前表示 ，2005年中欧双边

贸易额预计将首次突破 2 000亿美元 ， 提

前 8 年实现中欧领导人 2003 年提出的目

标。目前商务部正在制订中欧贸易发展的

中长期目标。预计中欧双边贸易将很快达

到 3 000亿美元 ， 欧盟将继续保持中国第

一大技术供应方的地位，对华投资将在中

国引资来源地中继续位居前茅。而随着中

国
“ 走出去“ 战略的推进和实施 ， 中欧双

边经贸关系将呈现双向互利、 形式多样、

全方位、 多元化的共赢格局。

13 家

2005 年 1 2月 26日和 29日 ， 共有 13

家银行获准成为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

币交易做市商银行。这 1 3家银行是：中国

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 中信银行， 招商银

行 ，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 美国花旗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 中

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兴

业银行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 英国渣打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

荷兰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此前的 2005

年 1 1 月24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银

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暂行）》， 决定

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指

引》明确了做市商的基本条件、 权利义务

和对做市商交易的管理等内容。并允许从

《指引》发布之日起 ，凡符合条件的外汇指

定银行均可持规定的申请材料 ，向国家外

汇管理局申请做市商资格 ， 经核准后 ， 履

行做市商义务 ， 并接受定期评估。

2 674.58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 ，截至 2005年 9

月末 ， 我国外债余额为 2 674 .58 亿美元

（不包括香港特区、 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

对外负债 ， 下同）， 比上年末增加 1 99 .66

亿美元 ， 增长 8 .07% 。其中 ，中长期外债

（剩余期限）余额为 1 234 .86亿美元 ， 比

上年末减少8 .01 亿美元 ，下降0 .65% ；短

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 1 439 .72亿美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207 .67 亿美元 ， 增长

1 6 .86%。在2 674 .58亿美元外债余额中 ，

登记外债余额为 1 894 .58亿美元 ，贸易信

贷余额为 780亿美元。在 1 894 .58亿美元

的登记外债余额中，国务院部委借入的主

权债务余额为340 .93亿美元；中资金融机

构债务余额为 640 .64亿美元 ；外商投资企

业债务余额为490 .1 9亿美元；境内外资金

融机构债务余额为365 .23亿美元；中资企

业债务余额为 54 .950亿美元；其他机构债

务余额为 2 .64 亿美元。2005 年 1 ～ 9 月 ，

我国新借入登记外债2 080 .88亿美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 8 3 9 . 5 0 亿美元 ， 增长

67 .63% ；偿还外债本金1 940 .39亿美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90 6 . 70 亿美元 ， 增长

87 .71% ；支付外债利息22 .1 1 亿美元 ，比

上年同期增加2 .84亿美元 ，增长14 .74%。

外债净流入金额（新借款额减去还本付息

额）为 1 1 8 .38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37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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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制定促进技术创新进口税

收政策

“十一五” 期间， 财政部将重点围绕以

下几个方面做好进口税收政策工作： 适当

调整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的政策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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