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是否和去年一样设有过渡性政

策？

答：2006 年 9 月，财政部曾会同

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

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

录的通知》，对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

策作了调整。当时考虑到政策调整的

品种较多，涉及面较大，一些已经签订

的出口合同在价格上难以更改，为减

少企业损失，保证政策的平稳过渡，特

别规定了三个月的过渡期，即对调整

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只要符合一定条件

并在一定期限内办理出口合同备案的，

可以按原出口退税率执行。但在执行

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假合同，影响了

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也造成了

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鉴于这次出

口退税政策调整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

为主要政策目标，考虑到去年出口退

税政策调整设置过渡期出现的问题，

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没有设置过渡

期。但是，为了让企业有提前准备的时

间，这次将调整的政策内容提前一定

时间对社会公布。同时，考虑到一些造

船合同和对外工程承包合同一般期限

较长，价格难以调整，因此，规定对此

前已经签订的船舶出口合同和工程中

标或已经签订的价格上不能更改的长

期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涉及的出口设备

和建材，于2007年 7月20日前在主管

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登记备案的，准

予仍按原出口退税率执行完毕。

记者：这次政策调整会对我国外

贸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出

口退税率结构由原 17% 、 13% 、 1 1% 、

8% 和5% 五档调整为 17% 、13% 、1 1% 、

9% 和 5% 五档。

取消和降低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

我国相关出口商品的成本将会增加，

从而会对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产生一

定的抑制作用。由于这次在政策设计

时采取了“有保有压”的区别政策，释

放了国家产业结构、 出口商品结构调

整的明确信号，有利于引导企业减少

“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

口，减少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的

出口，加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

的出口，从而引导企业调整投资方向，

避免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因此，从长

远看，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符合

国家和全民的长远利益。总体上看，这

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力度适中，并且

重点在于结构调整，不会对正常外贸

出口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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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中国金融和国债市场的改革创新年。国债市场改革取得 了明显的进展：国债余额

管理开始 实行，国库现金管理正 式启动，国债承销团制度进一步规 范，储蓄 国债 （电子式） 成

功推出。这些改革措施，为我国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 了更加 坚实的基础。

自2003年起，中国国债协会开始 组织编写《中国国债市场年报》，每年一本。《2006年中国

国债市场年报》于 2007 年 7 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 式出版。本册年报共 分为 六篇。

第一篇 为“综合篇”。收入了过去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 （摘要）、货币政 策报告 （摘要）以 及政府

各主管部门对发展我国国债市场的思路和观点等，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 2006年中国国债市场发

展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政府主管部门对我国国债市场改革开放的具体部署。

第二 篇 为“国债市场”。从国债管理、国债一级市场、国债二 级市场等不 同 角度回 顾 了2006

年中国国债市场的整体情况。同 时还编入 了 “2006 年中国国债市场大事记” 和 “中国国债协会 2006 年工作总结 及

2007 年工作安排”，以 方便读者了解我国国债市场的重大事件和中国国债协会的工作实况。

第三篇 为 “数据统计”。收 入 了国债发行、兑付等数据，场内、场外两个交易场所的国债现货 交易和回 购 交易数

据资料。

第四 篇 为“政 策法规”。收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印发的与国债发行、兑付等各环 节相

关的文件，以供读者查阅与研 究之 用。

第五 篇 为 “部分会 员介绍”。重点介绍 了几 家在国债市场上有代表性的中国国债协会会 员的相关情况。

第六篇 为“附录”。收集 了公开市场操作、金融债券与非金融债券发行、债券市场 交易以 及主要发达国 家国债的

发行与 交易等数据，为读者提供 更为广泛的相关资料。（彦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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