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职能，建立健全制度，明确目标和任务。有关部门要认

真制订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方案，指

导和推进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国务院关于完善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的通知

（2005 年8 月1 日  国务院国发 [2005] 25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改革出口退税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外贸体制

改革，保持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出口

退税机制改革一年多来进展总体顺利，基本实现了预期目

标，全部还清了历年累计拖欠的出口退税款，建立了中央与

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机制，调动了企业出口积极性，优

化了出口商品结构，促进了外贸出口快速增长。但是，新机

制在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地方负担

不均衡，部分地区负担较重，个别地方甚至限制外购产品出

口、限制引进出口型外资项目等。为此，国务院决定，在坚

持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前提下完善现有机制，并

自2005 年1月 1 日起执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比例。国务院批准核

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按照

92. 5：7. 5的比例共同负担。

二、规范地方出口退税分担办法。各省（区、市）根据

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省以下出口退税分担办法，但不得将出

口退税负担分解到乡镇和企业；不得采取限制外购产品出口

等干预外贸正常发展的措施。所属市县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

等问题，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

三、改进出口退税退库方式。出口退税改由中央统一退

库，相应取消中央对地方的出口退税基数返还，地方负担部

分年终专项上解。

国务院关于编制 2006 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通知

（2005 年11 月9 日  国务院国发 [2005] 37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有关规定，现就编制

2006 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问题通知如下：

一、2006 年财政经济形势和编制2006 年预算的指导思

想

2006 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世界经济正

处于新一轮恢复和增长期，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

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

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但国际环

境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石

油价格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围绕资

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

的表现。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

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同时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

方针，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加强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但经

济生活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仍比较突

出，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偏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型增长

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和就业

压力加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初步分

析，预计2006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上涨3% 。

由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任务较重，已定减收增支

政策较多，2006 年财政收支矛盾将比较突出。全面取消农业

税，增值税转型试点，继续降低关税税率，调整个人所得税

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完善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收

入政策的调整，将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

支持再就业，进一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支持粮食生

产，支持“三农”、教育、科学、卫生等事业发展，加大缓

解县乡财政困难政策力度，支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改革和

发展，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重点支

出，都需要财政预算增加安排支出。

根据对2006 年财政经济形势的分析，编制2006 年预算

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继续实施

稳健的财政政策，控制财政赤字规模。狠抓增收节支，依法

加强税收和非税收入征管，积极组织收入，不断壮大财政实

力；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三农”、义务教

育、社会保障、就业、科学、公共卫生、生态和环境保护等

重点支出需要；不断深化公共财政改革，健全和完善公共财

政体制，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

性；积极支持深化投资、金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体制

改革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2006 年财政收入安排及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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