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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回顾

多措并举稳企业稳就业

2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

政策，多措并举稳企业稳就业。一是阶段

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

费，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的影响，使企业恢复生产后有一个缓

冲期。同时，6月底前，企业可申请缓缴

住房公积金，在此期间对职工因受疫情

影响未能正常还款的公积金贷款，不作

逾期处理。二是突出抓好稳就业这一“六

稳”的首要任务。抓紧出台科学分类、切

合实际的复工复产防疫指南，指导各地

合理确定复工复产条件，取消不必要的

保证金。加快落实已出台的财税、金融等

支持政策。有针对性做好重点群体就业

工作。三是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

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

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

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

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

知》，要求改善医务人员工作和休息条

件；维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落实医务

人员待遇；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加

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创造更加安

全的执业环境；弘扬职业精神做好先进

表彰工作。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税收政策明确

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关于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

税收政策的公告》，明确对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

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

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

额；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

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等。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捐赠税收政策明确

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关于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

收政策的公告》，明确企业和个人通过

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

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

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

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

额扣除；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

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

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

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

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

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关于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对参加疫情防

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

府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

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单位发给个人用

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

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

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

人所得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的公告》，明确对进入医疗器械应急审

批程序并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相关的防控产品，免征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费；对进入药品特别审批程序、治疗

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

肺炎的药品，免征药品注册费。免征航

空公司应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

支持

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要求进一

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规范资金管理。一

是明确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对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并动态

调整。二是对名单内企业，人民银行通

过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

率信贷支持。三是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

获得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四是各

级财政、审计部门强化资金监管和跟踪

审计，确保专款专用。对于截留、挪用资

金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问责。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经费保障工作

财政部印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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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要求落实患者救治费用补助政策，

对于确诊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

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所需

资金由地方财政先行支付，中央财政对

地方财政按实际发生费用的60%予以补

助。对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

工作者给予临时性工作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防护、诊

断和治疗专用设备以及快速诊断试剂采

购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予以安排，中

央财政视情给予补助。

财政部公布一批废止和失效的

财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

财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令第103号—财政部关于公布废止和

失效的财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第

十三批）的决定》，确定废止和失效的财

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共796件，其中，废

止的财政规章24件，失效的财政规章3

件，废止的财政规范性文件521件，失效

的财政规范性文件248件。

疫情防控期间加强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项目管理

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印发《关于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加强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 确保全面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通知》，明确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向受疫情

影响较重地区适当倾斜，各省在分配资

金时结合实际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市县

给予倾斜支持，切实保障好这些地区脱

贫攻坚资金需要，尽可能减少疫情对脱

贫攻坚工作的影响。《通知》要求，各省

按照精准施策的要求，在现有资金管理

制度框架内，研究制定针对受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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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地区脱贫攻坚的支持政策。一是重

点向产业项目倾斜，结合实际加大对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扶贫项目生产、储

存、运输、销售等环节的支持，解决“卖

难”问题。二是强化就业支持，适当安排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组织稳定贫困人

口就业岗位。三是按现有支持渠道及时

落实好针对性帮扶措施，全力保障贫困

群众基本生活。 

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新平台）

上线运行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发

布《关于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新平台）

上线运行的公告》。新平台利用区块链、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最新信息技术成果，

扩展了平台架构和功能，提高了信息校

验度和准确性，增强了智能监管和大数

据计算分析能力，便利了信息获取和关

联检索应用。新平台的上线，将进一步

带动PPP领域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工作

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

采购排除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已发布公告，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

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根据公告，自

2020年3月2日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接受相关中国境内企业申请，在对有

关申请逐一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对相关

企业符合条件、按市场化和商业化原则

自美采购的进口商品，在一定期限内不

再加征我对美301措施反制关税，支持企

业基于商业考虑从美国进口商品。

190382亿元
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190382亿元，同比增长
3.8%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8874亿元，同比增长8.1%。

84516亿元
2019年，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84516亿元，同比增
长12%；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91365亿元，同比增长
13.4%。

3960亿元
2019年，全国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3960亿元，同比增
长36.3%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2287亿元，同比增长
6.2%。

18480亿元
经国务院决定并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近期财政部提前下达2020年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480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5580亿
元、专项债务限额2900亿元。
加上此前提前下达的专项债务
1万亿元，共提前下达2020年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8480
亿元。

901.5亿元
截至2月14日，各级财政

已安排疫情防控补助资金901.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252.9
亿元，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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