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企整合推進 適時組新集團
去年利潤增長三成 歷史最好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加強下
一階段特別是春節期間煤電油氣運保障和市場保供；
決定延續實施部分到期的減稅降費政策，支持企業
紓困和發展。

部署加強煤電油氣運保障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各地、

各有關部門加強能源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穩價工
作，目前煤電油氣運保障總體平穩，糧油肉蛋奶
果蔬等民生商品供應量足價穩。會議要求，要進
一步抓實抓細能源和市場保供工作，保障經濟發
展和人民生活需求。
一要發揮好煤電油氣運部際協調機制作用，壓

實能源保供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和企業主體責任，
保持煤炭正常生產，優先保障發電供熱用煤運

輸。支持煤電企業應發盡發，多渠道提升新能源
發電出力，用好跨省跨區輸電通道加強餘缺互
濟。推動油氣田安全滿負荷生產，努力保證油氣
供應，加強對北方資源偏緊地區冬季供暖用能保
障。
二要嚴格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因地制

宜擴大蔬菜種植，抓好肉蛋奶、水產品生產供
應。嚴格執行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政策，引
導商貿企業、電商平台、零售網點春節正常營
業，豐富市場供應，促進擴大消費。對受災群眾
和困難群體加大幫扶或救助力度。
三要繼續做好應對惡劣天氣、突發疫情等不確

定因素的預案，指導地方在落實疫情防控措施同
時，保證骨幹交通網絡暢通，加強生活物資供應
保障，做好疫情封閉地區精細化管理，注重發揮
社會力量和社區作用，確保「最後一公里」、

「最後一米」物資配送暢通。
四要加強市場供求監測，強化食品質量安全監

管，依法查處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違法行為。

稅費優惠涉科技創業醫教等
會議指出，減稅降費是直接、有效、公平的惠

企利民政策。為幫助企業紓困解難，促進創業創
新，會議決定，在前期已對部分到期稅費優惠政
策延期的基礎上，再延續執行涉及科技、就業創
業、醫療、教育等另外11項稅費優惠政策至
2023年底。

一是免徵符合條件的科技企業孵化器、大學
科技園和眾創空間孵化服務增值稅，對其自用
及提供給在孵對象使用的房產、土地免徵房產
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繼續放寬初創科技型企
業認定標準，凡符合條件的創投企業和天使投

資個人對其投資的，按投資額一定比例抵扣應
納稅所得額。對企業招用自主就業退役士兵和
退役士兵從事個體經營的，繼續按一定限額依
次扣減稅收和相關附加。二是免徵農產品批發
市場、農貿市場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免
徵城市公交站場等運營用地城鎮土地使用稅。
三是繼續授權省級政府自主決定免徵、停徵或
減徵地方水庫移民扶持基金。四是免徵醫務人
員和防疫工作者臨時性補助、獎金及單位發給
個人的預防藥品等實物的個人所得稅。免徵相
關防疫產品的藥品和醫療器械註冊費。五是免
徵高校學生公寓房產稅和相關租賃合同印花
稅。對承擔商品儲備政策性業務的企業自用房
產、土地免徵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減按
15%徵收污染防治第三方企業所得稅。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國務院助企紓困：部分減稅降費政策延續至明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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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國經濟疫後穩定恢復錄得8.1%的增長，
但各行業領域復甦不平衡，大企業好於中小企

業，上游行業好於中下游。在此背景下，中央企業
經營業績創歷史最好水平。彭華崗在國新辦發布會
上表示，去年延期規模效益大幅增長，經營業績創
歷史最好水平，收入、利潤、淨利潤，都創了歷史
最好水平；營業收入利潤率、勞動生產率均有所提
高，資產負債率保持穩定，年末資產負債率是
64.9%，實現年初的目標。

加強油氣煤炭等儲備力建設
對於2022年，彭華崗表示，今年央企發展的目標

任務為「兩增一控三提高」。「兩增」，就是利潤
總額和淨利潤增速要高於國民經濟增速；「一
控」，就是資產負債率要控制在65%以內；「三提
高」，就是營業收入利潤率要再提高0.1個百分點、
全員勞動生產率再提高5%、研發經費投入要進一步
提高。
彭華崗還指，2022年央企要嚴控債務、投資、金
融風險，嚴防國有資產流失，守住不發生重大風
險的底線。積極推動綠色低碳技術攻關，加強
油氣、煤炭等儲備能力建設。

去年，央企重組進入新階段，整合力度之大前所
未有，兩化重組，鞍鋼重組本鋼、寶武重組太鋼、
中國電科重組中國普天，中國星網、中國電氣裝
備、中國物流、中國稀土集團、國家管網集團等相
繼成立，央企總數量從過去100多家減少到97家。

鋼鐵糧食港口等成整合重點
彭華崗表示，今年將扎實推進中央企業重組組建

和專業化整合。在戰略重組方面，聚焦落實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發展、建設製造強國等國家
戰略，按照「成熟一戶、推進一戶」的原則，穩步
推進鋼鐵等領域的重組整合，在相關領域適時研究
組建新的中央企業集團。在專業化整合方面，將以
業務做強做精為目標，以優勢企業為主體，積極推
動糧食儲備加工、港口碼頭等領域的專業化整合，
切實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引入積極股東絕不搞運動式
彭華崗表示，去年中央企業通過市場化方式，實

施混改的項目超過890項，引入社會資本超過3,800
億元。央企在引進各類社會資本開展合資合作的同
時，也從加強產業鏈合作、培育壯大新增長點出

發，通過市場化方式，開展對民企的參股投資。目
前，央企對外參股企業超過6,000戶。
下一步國資委將會繼續支持、鼓勵央企控股上市

公司引入積極股東來參與公司治理。支持和引導國
有股東持股比例高於50%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引
入5%及以上的戰略投資者作為積極股東參與公司治
理。引入積極股東，要按照市場化和上市公司的規
則來推進，成熟一個推進一個，絕不能搞「運動
式」，也不能搞「拉郎配」。

專家：深化跨行業專業化整合
國資研究專家、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當前央企運營進步很大，但也
存在着資源分散、主業不突出，以及某個專業上同
質化競爭、無序競爭等現象。下一階段央企重組整
合將以提高產業鏈水平為特徵，做強做優央企，真
正達到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目的。
李錦表示，2022年央企重組頂層思路已圈定，深

化跨行業跨領域跨企業專業化整合，推進鋼鐵、糧
食儲備、港口碼頭、信息科技等領域資源整合，同
時加強海工裝備、新能源汽車、工業互聯網、物聯
大數據、航空貨運等協同發展平合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國資委19日

發布的2021年中央企業運行「成績

單」表現亮眼，去年中央企業實現

營業收入36.3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9.5%，實現利潤

總額 2.4 萬億元、淨利潤 1.8 萬億

元 ， 分 別 同 比 增 長 30.3% 、

29.8%，均創歷史最好水平。國務

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秘書

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表示，今年

央企要嚴控債務、投資、金融風

險，資產負債率要控制在 65%以

內，同時持續推進戰略性重組、專

業化整合，適時研究組建新的央企

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內
地最新發文推動平台經濟健康發展。國家
發改委、市監總局、網信辦、工信部等九
部委19日聯合發布《關於推動平台經濟規
範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就平台經
濟的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金融、
稅收、數據和算法安全、平台互聯互通、
零工經濟等提出監管措施。意見提出，將
嚴格規範平台入股金融機構，加強平台企
業稅收監管，打擊黑市數據交易、大數據
殺熟等。

規範平台入股金融機構
《意見》要求，金融業務必須持牌經營，

嚴格規範平台企業投資入股金融機構和地方
金融組織，督促平台企業及其控股、參股金
融機構嚴格落實資本金和槓桿率要求。

查處虛開發票逃稅等
稅收監管方面，《意見》要求，強化平台
企業涉稅信息報送等稅收協助義務，加強平
台企業稅收監管，依法查處虛開發票、逃稅
等涉稅違法行為。
《意見》還提出，對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

重點行業和領域，加強全鏈條競爭監管執
法。重點規制以減配降質產品誤導消費者、
平台未對銷售商品的市場准入資質資格實施
審查等問題，對存在缺陷的消費品落實線上
經營者產品召回相關義務。加大對出行領域
平台企業非法營運行為的打擊力度。

嚴控非必要採集數據
《意見》再次強調，將嚴厲打擊平台企業

超範圍收集個人信息、超權限調用個人信息
等違法行為，從嚴管控非必要採集數據行為，依法
依規打擊黑市數據交易、大數據殺熟等數據濫用行
為。同時，將完善跨境數據流動「分級分類+負面
清單」監管制度，探索制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安
全制度。
國家發改委解讀《意見》時表示，此次發文突出

堅持發展和規範並重。《意見》表示，支持平台加
強技術創新，支持平台企業推動數字產品與服務
「走出去」，鼓勵平台企業開展模式創新、支持
鼓勵平台企業賦能製造業轉型升級，推動農業
數字化轉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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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訊 據中通社
報道，對於有媒體詢
問，中方是否已為46名
北京冬奧會期間申請來華的
美國官員頒發簽證，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19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證實，中方已經向美方由政府官員
組成的團隊部分成員審發了相應簽證。
趙立堅表示，美國來華參加北京冬奧會團
隊中，包括大量美國國務院等政府部門官員，
很多官員還持外交護照或公務護照。「我們希望美
方切實踐行奧林匹克精神，同中方一道努力，為各國
運動員參加北京冬奧會創造良好氛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北京冬奧組委19日發布《北京
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遺產報
告集（2022）》，包括體育、
經濟、社會、文化、環
境、城市和區域發展等
七個單冊遺產報
告。北京冬奧組
委總體策劃
部副部長

王仁華表示，冬奧會申辦成功至2021年10
月，全國參與過冰雪運動人數達到3.46億，
冰雪運動參與率24.56%，北京冬奧會也為
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助力，北京地區生
產總值從2015年的2.5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提升至2020年的3.6萬億元。

七大成果轉化為現實遺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該遺產報告集
全面呈現了北京冬奧會在促進冰雪運動普
及發展、冰雪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社會
文明進步、奧林匹克和冰雪文化普及推
廣、生態環境持續改善、主辦城市高質量
發展、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等7方面產生
的遺產成果。王仁華表示，到2021年
初，全國已有654塊標準冰場和803
個室內外各類滑雪場，較2015年

增幅分別達317%和41%，「帶動三億人參
與冰雪運動」從願景逐步走向現實。雙奧
還全面推動體育事業發展，2008年北京奧
運會提升了民眾對體育運動的熱愛，北京
冬奧會帶動冰雪運動跨越式發展，2016年
至2020年北京市冰雪運動參與人次累計達
2,480萬。
王仁華介紹，北京冬奧會進一步加大奧

林匹克精神在北京的傳承傳播，截至2020
年，實名註冊志願者人數突破 443.6 萬
人，比2008年增長161%。同時，雙奧大
幅改善生態環境，北京冬奧會加快生態環
境建設步伐，大氣、綠化、水環境治理取
得顯著成效，PM2.5平均濃度由2015年的
80.6微克/立方米降至2021年的33微克/立
方米。

北京冬奧組委發布遺產報告：
實現「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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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奧會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圖為小朋友在山東煙台體驗雪圈滑雪。 新華社

◆國資委今年將穩步推進鋼鐵等領域的中央企業重組整合。圖為中國寶武鋼鐵集團的武鋼有限公司軌樑生產
線。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