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当利益。

6.参加中韩大米“特殊待遇”问题谈判。2004 年 2 月，

韩国向 W TO 提交了延长大米“特殊待遇”的申请，并与中

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就是否可以延长以及如何补偿等问题展开

谈判。经过 8 轮磋商，中国同意韩国将大米“特殊待遇”延

长10 年（2005 年至2014 年），韩国承诺将大米进口配额由

2004年的20.5 万吨/年逐步增至2014 年的 40.87 万吨/年，

同时表示在2005 年将中国关注的 1 种产品排除在进口调节

关税适用范围外，并降低7种产品的进口调节关税税率。

四、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促进港澳经济发

展与繁荣

2004 年，根据《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安排》），内地进口享受《安排》

优惠的港产货物涉及安排原产地证书2 577份，进口总值

1.27亿美元，减免关税6 643.3万元人民币。共涉及《安排》

项下 67 个税号的货物，包括药品、服装、纺织、香料和珠

宝首饰等多类产品。其中受惠最大的货物是中成药，共获减

免关税1 359.8万元人民币，占总减免的 20.5% 。内地进口

澳门《安排》零关税产品 61 票，进口总值 23.22 万美元，

减免关税12.2万元人民币。涉及机电、矿产品、纺织制品、

食品四大类共10 个税号商品。

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的指示精神，结合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在《安排》框架

下希望内地继续扩大货物贸易开放内容的建议，内地与港澳

于2004 年5 月启动了关于扩大《安排》开放内容的磋商，

并于2004 年 10 月，签署了《 <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

第二批港澳《安排》零关税产品分别涉及内地税号713 个和

90 个。至此，港澳《安排》两批零关税产品共涉及内地税

号1 108个和509 个，基本涵盖了港澳对内地出口的全部产

品。同时，为了让港澳生产企业投产后尽快享受到零关税优

惠，《补充协议》修正了拟生产产品零关税进口的公布和实

施程序。规定“申请企业正式投产后，经香港工业贸易署和

香港海关核查，由香港工业贸易署通知商务部，经双方共同

确认后，内地即根据香港发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准予

优惠货物按照《安排》零关税进口。”减少了生产厂商投产

后享受零关税优惠的等待时间。

五、积极履行反倾销、反补贴工作职责，维护

国内企业合法经济权益

2004 年，中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 35 起，其中当年新立

案8起，涉案产品为未漂白牛皮箱纸板、三氯乙烯、双氛

A、二甲基环体硅氧烷（有机硅）、三元乙丙橡胶、呋喃酚、

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环氧氯丙烷。2004 年，做出征收现

金保证金初裁决定的案件数为 3 个，具体产品为锦纶 6，66

长丝、水合肼、氯丁橡胶；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终裁决定的案

件数为4个，具体产品为苯酚、三氯甲烷、乙醇胺、非色散

位移单膜光纤。2004 年新发起的 8起案件共涉及12 个国家

和地区，日本、韩国和美国仍然是中国反倾销措施主要针对

国，其中日本涉案6起，韩国和美国涉案5 起；从涉案产品

来看，6起涉及化工产品，1 起涉及纸制品，1 起涉及橡胶

产品，与中国近两年反倾销调查针对的产品相同。

此外，期中、期终复审案件增多是 2004 年中国反倾销措

施呈现的一大特点。全年中国共发起2 起期终复审案件，其

中新闻纸反倾销案已做出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复审裁决，聚

酯薄膜反倾销案复审正在进行中；邻苯二酚、丁苯橡胶、丙烯

酸酯、聚酯切片等4 起反倾销案件期中复审也正在进行中。

六、加强地方财政部门关税工作

为加强对地方财政部门开展关税税政工作的指导，财政

部及时下发了《加强地方财政部门开展关税税政工作的通

知》，组织开展了重点产品国际竞争力调查工作，编发了

《关税工作通讯》，举办了关税业务工作培训班，召开了全国

关税税政工作会议。这些工作，有效地调动了地方财政部门

开展关税工作的主动性。各省市财政部门将关税工作纳入重

要的议事日程，普遍召开了关税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省的

关税税政工作；建立了关税联络员制度，充实和加强了从事

关税工作的力量；举办了省内关税业务培训班。各省市财政

厅局还积极参与年度关税实施方案的调整工作，深入企业进

行专题调研，有 27 个省针对 2005 年关税调整方案提出了

336条具体建议；黑龙江、内蒙古、广西、云南、海南等

省、自治区，针对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的入世

谈判，提出了250 多条很有参考价值的关税要价建议，其中

对俄罗斯的要价，有70% 被俄方接受。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许 琳执笔）

中 央 预 算

一、中央预算收支总体完成情况

2004 年中央财政收入（不含政府性基金）15 110.27亿

元，完成预算的 109.3% 。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收入14 503.1

亿元，完成预算的109.8% ；地方财政上解中央收入607.1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 % 。中央财政支出（不含政府性基

金）18 302.04亿元，完成预算的107.5% 。其中中央财政本

级支出7 894.08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8 % ；补助地方支出

10 407.96亿元，完成预算的 110.6 % 。中央财政收支相抵，

赤字3 191.77亿元。

二、中央预算本级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一）各项税收收入 14 166.0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9.3% ，超收1 207.66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增值税收入6 613.51亿元，完成预算的 110% ，超收

601.95亿元。主要是 2004 年国民经济和工业增加值继续保

持较高增长，同时国税部门加强征管，大力清理欠税，相应

带动了增值税收入的增加。

2.消费税1 501.90亿元，完成预算的 120.2% ，超收

251.9亿元。主要是烟草、汽车和摩托车等消费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相应增加了消费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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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4 744.19亿元，完成

预算的127.21% ，超收1 014.82亿元。主要是进口贸易增幅

较大和海关加强监管，相应增加了收入。

4.营业税 110.9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38.7% ，超收

30 .99亿元。主要是 2004 年铁路客货运输量大增，其中直

通旅客发送量和货物发送量均创历史最高记录，与此同时国

家调整了优惠政策执行办法，减少了营业税退税，相应增加

了收入。

5.企业所得税2 361.33亿元，完成预算的 123.1% ，超

收443.33亿元。主要是2004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大幅增加，相应增加了企业所得税收入。

6.个人所得税1 042.24亿元，完成预算的 107.2% ，超

收70.24亿元。主要是居民储蓄存款增加，相应带动储蓄利

息个人所得税增加所致。

7.车辆购置税 545.70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7% ，超收

35.7 亿元。主要是2004 年国内汽车市场购销继续保持大幅

增长，相应增加了收入。

8.外贸企业出口退税2 936.32亿元，完成预算的

176.8% 。主要是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的原则，中

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除足额安排当

年出口退税所需资金外，还通过利用库款间歇资金垫付基本

还清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出口欠退税款，从预算上落实了部

分资金来源。

9.证券交易印花税166.69亿元，完成预算的 123.5% ，

超收31.69亿元。主要是2004年上半年证券市场比较活跃，

交易量增加，相应增加了收入。

（二）企业亏损补贴 35.95 亿元，完成预算的 71.9% 。

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有所好转，执行中相应核减了对

有关企业的补贴额。

（三）其他收入370.5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22.9% ，超

收69.07亿元。主要是2004 年增设了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相应增加了收入。

三、中央预算本级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

2004 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7 894.08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8% 。中央本级预算支出主要项目的完成情况是：

（一）基本建设支出1 343.8亿元，完成预算的 113.8% 。

主要是在预算执行中列中央本级的部分增加。

（二）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18.4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35.5% 。主要是用国债项目资金安排的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增加。

（三）科 技 三项 费 用 255.93 亿 元，完 成 预 算的

102.1 % 。主要是预算执行中加大了对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

（四）地质勘探费26.75 亿元，完成预算的 76.3% 。主

要是原列中央本级支出的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预算在执行中

下划地方，相应增加补助地方支出，减少中央本级支出。

（五）支农支出141.8亿元，完成预算的 87.8% 。主要

原因：一是原列中央本级支出的部分农业综合开发支出项目

在执行中下划地方，相应减少中央本级支出；二是退耕还林

粮食补助历史挂账通过超收解决，相应减少退耕还林粮食补

助资金挂账利息支出。

（六）教育支出 219.64 亿元，完成预算的 76.7% 。主

要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将新增教育支出主要用

于农村，包括西部“两基”攻坚、补助地方免费提供教科

书、补助基础教育等项目，相应增加补助地方支出，减少中

央本级支出。

（七）科学支出 212.24 亿元，完成预算的101.3% 。主

要是执行中通过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安排了部分科学支出

项目。

（八）医疗卫生支出 22.3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8.5% 。

主要是执行中增加了医疗保健补助经费等。

（九）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7.72 亿元，完成预算的

244.3% 。主要原因：一是将原列补助地方专款预算的救灾

帐篷采购资金、救灾专用车辆资金等项支出，在预算执行中

上划中央本级，相应增加支出；二是在预算执行中增加了中

国残联参加残奥会运动员和教练员奖金支出等经费。

（十）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195.66 亿元，完成预算的

402% 。主要原因：一是按照国务院规定，将中央财政超收

收入和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二是年初预

算列补助地方专款支出的部分中央企业关闭破产补助支出，

在执行中上划中央本级支出。

（十一）行政管理费支出 421.7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7% 。主要是执行中增加了质检总局经费、共青团中央

志愿服务西部大学生补助经费等支出。

（十二）公检法司支出 81.94 亿元，完成预算的103%。

主要原因：一是在执行中增加了公安部有关项目支出；二是

年初预算列补助地方专款的公安技侦装备专项经费在预算执

行中上划中央本级支出。

（十三）外交外事支出 83.3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8% 。主要是增加了外交部国际组织会费、驻外机构经

费等支出。

（十四）对外援助支出 60.6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1% 。主要是增加了商务部援外支出。

（十五）政策性补贴支出 417.3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1% 。主要是增加了棉花竞卖等政策性补贴支出。

（十六）债务利息支出741.37亿元，完成预算的98% 。

（十七）车购税收入安排的支出543.61亿元，完成预算

的107.2% 。主要是车辆购置税收入增加，列支用于公路建

设方面的支出也相应增加。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孙翠杰，薛 伟执笔）

地 方 预 算

2004 年，全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1 893.37亿元

（不包括台湾、港澳，下同），完成预算的 114.8 % ，比上年

增长20.75%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20 592.81亿元，完成

预算的107.5% ，比上年增长19.52%。

一、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情况

2004 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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