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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出台六大措施扶持中小企业

8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要

坚持解决当前问题与着眼全面发展相结合，坚持保持平稳较

快发展与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相结合，坚持改善外部环

境与引导企业加强管理相结合，注重提高企业素质，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当前，要继续落实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新的扶持措施：一是完善政策法律体

系，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公 开、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

境。扩大市场准入范围，降低准入门槛。制定政府采购扶持中

小企业发展的具体办法。对困难中小企业的阶段性缓缴社会

保险 费或降低费率政策执行期延长至2010年年底。二是切实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鼓励各地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

金，对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商业银行

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三是加大对中

小企业的财税扶持。逐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的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扩

大就业。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扶持政策。四 是加

快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中央预算内技术改造专项投

资和地方政府都要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鼓

励大型企业加强与中小企业协作配套。五是支持符合条件的中

小企业参与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

新等业务。落实出口 退税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六是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全面清理并进一步减少、

合并行政审批事项，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服务。

▶《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的意见》获原则通过

8月20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并原则通

过《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

意见》。会议认为，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支持西

部地区抓住机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着

力提高发展质量，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 生活水

平。一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作用。全面实施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要把西部大开发放在更加突

出的重要位置，财政转移支付和扩大内需新增投资要继续向西

部倾斜，重点投向民生工 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灾后重建

等领域，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二要进一步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构建和完善适度超前、

功能配套、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三要大力调整产

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四 要加快以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

会事业发展。五要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

六要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全面完成规划任务。

▶中美应加强协调促进经济增长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7月28日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后强调，中美双方应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定金融市场，

努力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和增加就业。在当前全球经济从 危机

走向复苏的关键时刻，刺激经济增长仍是中美合作的首要任

务。目前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势头日趋明显，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美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经济运行出现一些积极现象。中美双

方应当加 强交流与合作，准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力

度，及时完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经济转型

问题上，王岐山指出，中国政府在保增长的同时，着力扩大内需

特别是消费需求，将着力深化 改革开放，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发展速度与结构、质量和

效益的统一。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表明，在外需萎缩的冲

击下，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全面趋同 “路线图”即将出炉

金融危机背景下，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建立全球统一的

高质量会计准则已是大势所趋。目前财政部会计司已草拟了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面趋同的路线图，并将

就这一路线图公 开征求意见。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说，该

路线图将明确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趋同的原则、内容、步

骤和时间表。尤其在实现与国际准则趋同的原则和内容方面，

将进一步消除我国准则与国际准则的现存差异，将“实质性趋

同”推进到“全面趋同”。此外，该路线图还将体现互动的要

求，要求国际准则考虑我国情况做出相应修改。该路线图将公

开征求意见，以保证我国会计准则立足国情，同时履行我国在

G 20峰会上支持和推进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承诺。

刘玉廷说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已不再

是会计专业领域的自发活动，而成为具有全球性公众受托责任

和G 20各国官方背景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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