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财政工作概况  123  

点。

2.继续支持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对苏州工业

园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比照实行创

业投资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3.出台了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企业所得税政策，制发了认定管理办法，对相关政策的条

件、口径、新旧政策衔接和征管等事项进行了细化，并对

2011-2012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进行了认定。

4.出台了对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采购包的有关增

值税政策。

5.支持发展服务贸易、扩大服务出口，出台了《关于外

派海员等劳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明确一批免征营业税的

出口政策。

（六）支持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

1.自2012年2月1日起，提高了锡矿石、钼矿石、菱镁

矿、滑石矿、硼矿资源税适用税率标准，调整了铁矿石资源

税减征政策。

2.明确了公共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设备等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新旧衔接问题。

3.对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征收车船税，对节能、使用新

能源车船免征或者减半征收车船税。

4.免征城市公共汽电车辆的车辆购置税。

（七）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1.完善就业税收扶持政策。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相

关就业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

2.对国有工矿企业、国有林区企业和国有垦区企业参

与政府统一组织的棚户区改造，并同时满足一定条件的棚

户区改造资金补助支出，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3.为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明确免征耕地占用税的学

校范围包括按规定批准成立的技工院校。

4.支持地方政府举办大型综合体育赛事。对南京青奥

会、亚青会和天津东亚会组委会涉及的相关地方税收给予

税收优惠。

（八）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1.为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配合国家发

改委制定《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并对《中西部地区外

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2.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

发展的精神，提出了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建议。

（九）支持企事业单位的体制机制创新。

1.根据中央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

拟定了支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配套税收政策。

2.完善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税政策，对企业公司

制改造、公司股权转让、公司合并、事业单位改制等涉及的

契税继续予以优惠。

3.明确了增值税、消费税纳税人总分支机构汇总缴纳

消费税有关政策，解决了在同一省范围内总分支机构增值

税、消费税汇总纳税问题。

（十）支持外贸稳定增长。会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

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对近些年来

国家陆续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梳理和规范，废止了

此前出台的大量出口退税政策文件，将有关内容进行了重

新整合和分类，统一了政策口径。

三、加强税收立法工作，完善税收法律法规体系

（一）起草环境保护税法。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

和国务院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在认真研究、反复修

改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环境保护税法（送

审稿）》。

（二）废止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为简化和规范税

制，增强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自2013年1月1日起废止已停征13年的固定资产

投资方向调节税。

（三）稳步推进增值税立法工作。在积极推进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同时，组织力量比较分析国内外增值税改

革与发展的实践，积极参加全国人大组织的增值税改革调

研活动，认真听取全国人大和社会各界对增值税立法的意

见和建议。

（四）贯彻落实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及时了解各地

制定实施办法情况，指导地方做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贯彻落实。

四、税收对外交流与合作向深层次拓展

（一）广泛参与全球税收论坛工作。继续深入参与全球

税收论坛及其同行审议工作，履行全球税收论坛副主席职

责，全年共参与完成了全球共40多个辖区的同行审议工作，

顺利完成了对中国内地辖区第一、第二阶段合并审议工作。

（二）积极应对G20框架以及诸多双边对话机制下的国

际税收问题。参加了第四届中日财长对话、第三次中俄财长

对话、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中巴高委会财金分委会第三次

会议，在G20框架以及诸多多边、双边对话机制下，就相关

涉税问题，研究提出了应对口径和相关背景材料。

（三）进一步拓展双边和多边税收交流。赴韩国参加第

十六届中韩税收政策交流会。继续履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财委会观察员职责，参加财委会及下属工作组

会议。深化与OECD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OECD智库，

开展了对中国税制改革及税收政策的评估项目。完成了亚

行技援项目。与澳方就中澳税收交流与合作项目达成了初

步意向。完成了WTO贸易政策审议及评估报告的相关工

作。参加了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财政部的中期磋

商。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马衍伟执笔）

关  税

2012年，财政关税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科

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配合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关税职能作用，坚持科学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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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管理，灵活、审慎地调整关税税目、税率，有效落实完

善进口税收政策，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稳妥

地推进对外关税谈判，深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多

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果断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切实维护国

家利益。一年来，关税工作有序开展、成效明显，为保持外

贸稳定增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年，全国海关征收关税

和进口环节税17579.1亿元，同比增长9.1%，比全年17528

亿元预算计划超收51.1亿元。其中，征收关税2782.7亿元，

增长8.7% ；征收进口环节税14796.4亿元，增长9.1%。进

出口税收约占中央财政收入的31.3%。

一、科学调整进出口关税，合理调控经贸规模与
结构

（一）全面落实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

1.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积极扩大进口。自2012年1月

1日起，继续通过进口暂定税率的方式，降低国内不能生产

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国

内紧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等共计730多种商品的进

口关税，平均税率为4.4%，相对于最惠国税率，平均优惠幅

度大于50%。2012年，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的商品一般贸

易进口额增幅高于同期一般贸易进口总体增幅，为促进外

贸平衡发展、优化进口商品结构、稳定国内市场物价水平、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2.保持出口关税调控力度，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

出口。自2012年1月1日起，继续以暂定税率的形式对煤炭、

原油、化肥、铁合金等200多项“两高一资”产品征收2%-

40%不等的出口关税。2012年以来这部分产品出口普遍保

持下降态势，有效控制了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产

品的出口，抑制了这些行业的盲目发展，并起到了引导产业

结构优化的调控作用。

（二）及时研究稳定外贸增长的关税调控预案。2012

年以来，受欧债危机不断发酵的影响，国际经贸形势持续

低迷，我国外贸进出口也呈逐步放缓态势。为扭转外贸下

滑势头，做好稳定外贸增长工作，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

神，及时研究拟订了运用关税手段扩大进口、促进外贸稳

定增长的政策预案，并在2013年年度关税调整中予以统

筹考虑。同时，配合商务部完成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

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49号）的研究

拟定工作。

二、落实并完善进口税收政策，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落实支持“三农”税收优惠政

策。一是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研究下发了2012年度种子

（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的免税

进口计划。二是下发了2012年度云南省进口花卉种苗、种

球、种籽的免税计划，支持地方发展特色农业经济，提高花

农收入。三是研究下发了2012年度云南省境外罂粟替代种

植返销农产品第一批进口计划，巩固和发展替代种植成果，

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合作和社会稳定，减轻毒品危害。此

外，在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中，继续对部分饲料、农药中间

体等农业生产资料和大马力拖拉机、大型收割机等农业机

械产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二）发挥关税政策导向，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保障

国内粮食安全，降低储备粮油成本，2012年继续对中国储

备粮管理总公司为实现中央储备粮油年度轮换、转储备以

及履行政府承诺而组织进口的粮油，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同时，落实完善免税政策操作和监督管理办法，大幅简化了

工作程序，有效解决了企业资金占压问题，提高了工作效

率。此外，在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中，通过暂定税率的形式

大幅降低了多项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

主要包括特殊配方奶粉等婴幼儿食品，护肤品、烫发剂等日

化产品，人用疫苗、人工耳蜗等医疗卫生用品，咖啡机、榨

汁机等厨用电器。有关产品进口普遍实现较快增长，丰富了

国内市场供应，降低了百姓消费成本。

（三）鼓励引进先进文化产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一是

完善进口图书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的相关工作，规范

企业申报程序，调整发文形式，提高政策效率。二是支持动

漫产业发展，落实动漫企业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参与有关审

核和认定工作，并与文化部联合印发了获得免税资格的动

漫企业名单。三是在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中，为落实中央

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

求，降低了绘画制品、雕塑品的进口关税。

（四）支持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着力保障能源安全。一

是为鼓励使用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结构，继续对进口天然气

实施按一定比例返还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同

时研究增加了享受政策的项目及企业，妥善解决了天然气

定价机制改革与现有政策的衔接问题，使政策更加完善、更

具前瞻性。二是继续利用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石油天然

气企业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及器材，不断提高油气勘探能力；

继续加大对煤层气开采企业的支持力度，改善我国能源结

构。此外，在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中，除继续对能源资源性

产品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外，还降低了部分有利于环保

和节能减排的先进设备和零部件的进口关税。

（五）启动船舶吨税暂行条例宣传手册的编写工作。为

做好船舶吨税暂行条例实施工作，方便各级财政、交通部

门、海关系统的工作人员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条例有关规定，

帮助应税船舶负责人及相关航运企业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履行法定纳税义务，启动了船舶吨税暂行条例宣传手

册的编写工作。

三、有效发挥关税杠杆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一）调整完善进口税收专项政策，促进先进制造业发

展。

1.调整完善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重

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自实施以来，有力地促进了国内

装备制造业的发展。2012年3月，根据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情

况，对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装备和产品目录、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工作概况  125  

口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目录、进口不予免税的装备和产品

目录等进行了调整，将大型港口机械、海洋工程船舶、基础

制造装备、太阳能电池生产设备等20多种装备扩充纳入政

策支持范围，同时将因国内技术进步而具有生产能力的部

分零部件、原材料从免税目录中剔除，以提高我国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截至2012年8月底，重大技术装

备进口税收政策共支持200多种先进设备的研发和制造，约

2000多种进口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被纳入政策支持范畴。

我国进口税收优惠已初步实现以整机进口免税为主向零部

件、原材料免税为主的转化，有力地支持了国内装备制造企

业的自主创新。

2.研究出台扶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发展的进口税收优

惠政策。为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新型显示器件产业的发展，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了专项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规定自

2012年至2015年期间，新型显示器件（包括薄膜晶体管液

晶、等离子、有机发光二极管）面板生产企业进口国内不能

生产的自用性原材料和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建设净

化室所需国内尚无法提供的配套系统以及维修生产设备所

需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根据国内

产业发展状况，将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上游关键原材料和

零部件生产企业，并制定出台了配套管理办法。此外，为了

妥善解决增值税转型后新型平板显示器件重大项目进口设

备增值税的资金占压问题，提出了既不突破现行税收体制、

又可妥善解决企业诉求的分期纳税的方案。目前相关项目

分期纳税的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3.全面落实重大科技专项进口税收政策。为继续推进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印发了重大科技专项2012年度免税进口物资清单，涉及440

多种先进设备、510多种零部件及原材料，共310个项目享

受了上述政策。

（二）开拓关税政策新思路，多渠道支持自主创新。

1.落实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进口税收优惠

政策。经过有关部门共同认定，给予首批符合规定条件的

10家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进口免税资格，对其

在2015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

产或者国内产品性能尚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

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上述享受优惠政策

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每年服务中小企业至少

1500家，对中小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将发挥积极作用。

2.研究拟定科技类民办非企业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为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的有关精神，进一步支持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科

技创新，加快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将符合条件的科技类民

办非企业单位纳入现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进口税收优惠

政策范围的政策方案，2013年1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科技

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研用品，免

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该政策的实施将有

力地促进民办科研机构的健康发展，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四、落实重点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推进主体功能
区发展战略

（一）适时调整完善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海南

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自2011年4月20日启动试点以来，

政策运行总体平稳，对促进海南旅游发展、支持国际旅游岛

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发挥离岛免税政策效果，支

持海南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对离岛免税政

策进行了调整，适当提高了免税购物金额、数量限制，放宽

了适用对象年龄条件，增加了免税商品品种，并允许调剂使

用免税额度。调整后的政策于2012年11月1日起开始实施。

（二）研究完善区域发展规划以及与区域有关的进出口

税收政策问题。

1.研究落实支持横琴、平潭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为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横琴开发有关政策的批复》（国函

[2011]85号）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中涉及的

进口税收政策问题，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

计划，明确了拟定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开展实地调研、综合

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拟订了旅客经“一线”、“二线”

携带行李物品的具体规定和“一线”不予免税或保税的具体

货物清单草稿。

2.调整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的税收政策。针对

福建省提出的调整大嶝市场税收政策的建议，会同有关部

门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和论证分析。经过反复沟通、协调，

本着“适度提高免税额度、满足生活自用以及避免扰乱有税

市场”的原则，研究提出了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的进

口税收政策调整方案：将大嶝市场免税携带台湾商品额度

从3000元提高到6000元，同时制定了市场携带入境数量限

制商品清单。经国务院批准，新政策已于2012年11月1日

起实施。

此外，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近年来有关部门牵

头草拟了20多项区域发展规划，涉及大量的进出口税收政

策问题。在维护基本税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区域

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研究提出相关进出口税收政策建议，

力求体现政策创新，既统筹考虑区域发展规划之间的协调

性，又妥善处理了与WTO等规则的一致性，将有力推动特

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研究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税收政策，促进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健康发展。为进一步推动特殊监管区域

科学发展，与海关总署等部门共同草拟了《国务院关于促进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代拟稿）》，就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设立原则、规范税收政策以及基本功能等问题

提出了原则性意见，并最终体现在国务院正式印发的《关于

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58

号）中。

五、积极稳妥推进对外关税谈判，加快实施自由
贸易区战略

（一）有效落实各项多、双边贸易优惠安排。为扩大多双

边经贸合作，依据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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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关税优惠协定，2012年1月1日起，继续对原产于东盟十

国、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韩国、印

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家的部分进口产品实施协定税

率，产品范围进一步扩大，税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在内地与

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框架下，对原产于

港澳地区且已制定原产地优惠标准的产品实施零关税，根

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对原产于台湾地区

的部分产品实施包括零关税在内的协定税率；继续对原产

于老挝、苏丹、也门等4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产品实施

特惠税率。有关贸易优惠协定已成为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发

展的重要基础。

（二）稳步推进自贸区等对外关税谈判工作。一是积极、

稳妥地推进中国-瑞士、中国-韩国、中国-冰岛、中国-

澳大利亚、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谈判，研究提出关税减让

方案并承担有关谈判。二是积极参加中国-东盟、中国-秘

鲁、中国-哥斯达黎加、中国-新西兰、中国-新加坡等自

贸区联委会会议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常委会等多、双边贸易磋

商，巩固谈判成果，妥善解决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

题。三是认真做好中日韩自贸区启动谈判前的相关准备工

作；全面评估我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利弊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结合多、双边关税谈判工

作需要，跟踪研究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进

展情况。

（三）做好与港、澳及台湾地区的关税磋商工作。一是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做好CEPA相关工作，支持港澳地区

发展。配合海关总署，与港澳特区政府完成了两次零关税产

品原产地标准的磋商，就14项香港产品、3项澳门产品的原

产地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分别于2012年7月1日、2013年1

月1日开始实行零关税。二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积极参与

ECFA磋商。充分考虑两岸产业的实际情况和台湾业界的真

实诉求，会同有关部门拟订货物贸易协议市场开放部分的

商谈方案。在商谈中与商务部、国台办等部门积极配合，与

台方进行充分沟通，有效地推动了商谈的顺利进行。

六、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促进经贸合作与互
利共赢

（一）积极履行成员义务，在多双边谈判中发挥建设性

作用。

1.顺利完成WTO对华第4次贸易政策审议工作。在财

政部各有关司局的大力支持下，向WTO秘书处提供了与

财政有关的情况介绍、数据等书面材料；组织相关司局与

WTO秘书处专家组进行专题会谈，阐述财政政策，解答专

家疑问，努力减少其对我方不利观点；对WTO秘书处《中

国贸易政策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使报告更加客观、准确；

协助商务部起草了《中国政府政策声明》，高质量地答复了

各成员提出的277个涉及财政业务的问题，为通过审议奠定

了良好基础。6月12日至14日，对华第4次贸易政策审议顺

利通过，美国、印度、巴西、加拿大、欧盟等42个成员在会

议中发言，积极评价了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多

哈回合谈判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2.积极参与WTO等多双边谈判，努力发挥建设性作

用。一是研究WTO多哈回合谈判早期收获新提案。会同

财政部有关司局对“多哈回合谈判三十三国协调组”（G33）

提出的粮食安全提案以及“多哈回合谈判二十国协调组”

（G20）提出的农产品配额提案研究提出了意见，阐明了我

方观点。二是稳步推进中美商贸联委会相关工作。会同财政

部有关司局研究提出了环境产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议题

口径并参加与美方的磋商。在第23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期间，

中美双方经过广泛讨论，达成了多项共识，对推动新形势

下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做好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相关工作。跟踪美国有关反倾销反补

贴案件在其国内和多边的进展情况，研究提出了中方关注；

同时就美方关注的有关产品的关税问题，研究提出了我方

意见。

（二）科学评估分析，推进环境产品、信息技术产品等多

边关税谈判。

1.推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环境产品谈判取得阶段

性成果。会同相关部门科学制订我方的环境产品清单，积极

参加APEC关于环境产品清单的相关谈判。经过各方努力，

APEC第2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批准了包含54项环境产品

的清单，并承诺在2015年底前将上述清单产品的实施关税

降到5%或以下。这一结果既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又

维护了中美、中俄关系大局。

2.做好WTO信息技术协定（ITA）产品扩围谈判的准

备工作。紧密跟踪ITA产品扩围谈判新动向，在充分征求产

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拟定谈判

方案，为下一步参加具体谈判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加强前瞻性研究，妥善应对气候谈判相关工作。一

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继续反对发达国家征收各

种形式的“碳关税”。深入研究发达国家推进实施“碳关税”

对我国的影响，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中继续协调有关发

展中国家的立场，使我方重要关切逐步得到各成员理解，并

体现在谈判主席案文中。二是应对欧盟把航空碳排放纳入

排放交易体系（ETS）取得阶段性成果。分析比较了多种应

对方式的利弊，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参加有关磋商。在多方强

烈反对下，欧洲委员会11月宣布对进入欧盟境内的非欧所

属航班延缓一年征收碳排放费，我方应对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三是研究提出环境保护税在边境环节适用的具体

意见。借鉴有关国家立法经验，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在进出口

环节适用问题，通过碳税在进口环节的征免来减少ETS或

类似机制对我国的影响。

七、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维护公平贸易环境

（一）科学运用“两反一保”贸易救济措施，维护公平竞

争的贸易环境，保护国内企业合理权益。一是决定对原产于

欧盟、美国、日本进口相纸产品，原产于欧盟、日本的进口

高性能不锈钢无缝管征收反倾销税。二是决定对马铃薯淀

粉、壬基酚、磺胺甲噁唑、电解电容器纸、双酚A、甲乙酮等

6个涉案产品在反倾销期终复审期间继续征收反倾销税。三

是决定对邻苯二酚、环氧氯丙烷、氨纶等3个涉案产品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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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期终复审后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四是调整了磺胺甲噁
唑的反倾销税税率。

（二）充分行使WTO成员权利，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一

是参与了美太阳能电池、美应用级风塔、澳大利亚碳钢、欧

盟有机涂层钢板、美铝挤压材、欧盟光伏、墨西哥纺织品和

服装产品等对华反补贴案的应诉工作。二是参与了取向电

工钢、白羽肉鸡、X射线安检设备、小汽车、光伏等贸易救

济措施WTO争端案的听证会及磋商工作。三是对美智库指

责我国汽车补贴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澄清该问题的具

体意见。此外，2012年2月，WTO上诉机构专家组最终裁

定我国对焦炭等9种产品实施的出口关税措施违背WTO规

则。财政部继续做好有关应对工作，妥善处理了本案的后续

问题。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戴良俊、周  正执笔）

中央公共财政预算

一、中央公共财政收支总体情况

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56175.23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5%。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700亿元。中央公共

财政支出64126.31亿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中央本

级支出18764.63亿元，完成预算的101.3% ；对地方税收返

还和转移支付支出45361.68亿元，完成预算的100.6%。补

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48.92亿元。中央公共财政赤字

5500亿元。

二、中央公共财政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

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56175.23亿元，完成预算

的100.5%。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一）国内增值税预算数为20250亿元，决算数为

19678.35亿元，完成预算的97.2%，比预算短收571.65亿

元。主要是2012年工业增加值增幅和价格涨幅较低。

（二）国内消费税预算数为7700亿元，决算数为7875.58

亿元，完成预算的102.3%，比预算超收175.58亿元。主要

是2012年烟、酒、成品油等销售增长较快。

（三）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预算数合计为

17528亿元，决算数为17586.09亿元，完成预算的100.3%。

（四）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预算数为9950亿元，

决算数为10428.89亿元，完成预算的104.8%。主要是2012

年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五）营业税预算数为185亿元，决算数为204.73亿元，

完成预算的110.7%，比预算超收19.73亿元。主要是2012

年金融保险业营业税增长较快。

（六）企业所得税预算数为11120亿元，决算数为

12082.93亿元，完成预算的108.7%，比预算超收962.93亿

元。主要是2011年企业效益较好，2012年汇算清缴上年企

业所得税超过预期。

（七）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3400亿元，决算数为3492.65

亿元，完成预算的102.7%，比预算超收92.65亿元。主要是

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年初预期。

（八）资源税预算数为0，决算数为48.61亿元，为海洋

石油资源税。

（九）证券交易印花税预算数为450亿元，决算数为

294.39亿元，完成预算的65.4%，比预算短收155.61亿元。

主要是2012年股市成交额大幅下降。

（十）船舶吨税预算数为31亿元，决算数为40.98亿元，

完成预算的132.2%，比预算超收9.98亿元。主要是2012年

国际海运贸易增长较快，从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

吨位数超过年初预期。

（十一）车辆购置税预算数为2200亿元，决算数为

2228.91亿元，完成预算的101.3%，比预算超收28.91亿元。

主要是2012年汽车销售量增长超过年初预期。

（十二）专项收入预算数为360亿元，决算数为412.67

亿元，完成预算的114.6%，比预算超收52.67亿元。主要是

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等完成较多。

（十三）行政事业性收费预算数为400亿元，决算数为

377.2亿元，完成预算的94.3%，比预算短收22.8亿元。主

要是2012年执行中取消和免收了部分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

性收费。

（十四）罚没收入预算数为40亿元，决算数为40.35亿

元，完成预算的100.9%。

（十五）其他收入预算数为2026亿元，决算数为2049.81

亿元，完成预算的101.2%，比预算超收23.81亿元。主要是

石油特别收益金收入超过预期。

三、中央公共财政本级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

（一）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数为946.84亿元，决算数为

998.32亿元，完成预算的105.4%。其中：人大事务预算数

为8.96亿元，决算数为9.41亿元，完成预算的105%。主要

是基本建设支出增加（发展改革委安排的部分基本建设支

出年初预算列其他科目，执行中调整至本科目，下同）。政

协事务预算数为4.42亿元，决算数为4.66亿元，完成预算

的105.4%。主要是基本建设支出增加。政府办公厅（室）及

相关机构事务预算数为20.7亿元，决算数为32.97亿元，完

成预算的159.3%。主要是基本建设支出增加。发展与改革

事务预算数为4.09亿元，决算数为5.49亿元，完成预算的

134.2%。主要是基本建设支出增加。统计信息事务预算数

为26.69亿元，决算数为27.55亿元，完成预算的103.2%。

主要是规范津贴补贴支出增加。财政事务预算数为12.39

亿元，决算数为12.31亿元，完成预算的99.4%。主要是项

目评审专项经费等支出减少。税收事务预算数为418.7亿

元，决算数为461.34亿元，完成预算的110.2%。主要是规

范津贴补贴支出增加。审计事务预算数为8.31亿元，决算

数为10.32亿元，完成预算的124.2%。主要是基本建设支

出增加。海关事务预算数为95.77亿元，决算数为126.44亿

元，完成预算的132%。主要是规范津贴补贴支出和缉私艇

建造经费增加。人力资源事务预算数为20.3亿元，决算数

为20.42亿元，完成预算的100.6%。主要是公务员考试等

考务费增加。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预算数为3.61亿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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