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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外資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採取措施助外企克服疫情影響 修訂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

中國美國商會5月9日發布一項調查稱，人員及供應鏈挑戰是當前在華美企
最擔憂的問題，超過一半會員公司推遲或縮減在華年度投資計劃。中國歐

盟商會也於近期發布一項問卷調查，稱由於疫情影響下生產經營、供應鏈挑戰
及人員流動困難和員工流失等問題，近四分之一受訪在華歐資企業考慮將轉移
在華投資。這些外國在華商會所反映的困難和問題，受到市場關注及中國政府
的關切。

及時採取措施助外企復工復產
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在當日舉行的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部分外
資企業物流運輸受阻、預期不穩的問題，我們高度關注。」包括國家發改委在內
有關部門和地方及時採取措施，幫助外資企業克服疫情影響，實現復工復產，支
持外資項目有序推進建設運營。
截至5月16日，長三角貨車流量降幅持續收窄，涉疫重點地區收費站、服務區

全部開通。上海、寧波、杭州建設4個生產物資中轉站，有效保障了汽車生產零
部件等生產物資的運輸需要，推進汽車等重點行業復工復產。對集成電路等領域
重點企業，實行日調度，幫助協調解決企業面臨的人員返崗受限、原材料運輸不
暢、供應商停產等問題，確保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帶動上下游大中小配套企業協
同復工復產。
「下一步將切實落實對外開放和穩外資各項政策措施，認真研究並協調解決外
資企業合理訴求，為外資企業和項目提供更好服務。」孟瑋還提到，中國正在研
究修訂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這次修訂的基本原則就是推動利用外資
「總量增加、結構優化」，目的就是要繼續鼓勵外商投資，特別是鼓勵外資投向
製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等重點領域，以及中西部和東北等重點地區。

產業體系完備對外資具吸引力
5月10日，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聯合發布了《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2年
版)(徵求意見稿)》，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開徵求意見。徵求意見稿增加了元器
件、零部件、裝備製造、專業設計、技術服務與開發等鼓勵外商投資條目，並大
幅增加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188條。孟瑋表示，歡迎包括外資企業
和商會在內的社會各界提出寶貴意見，並將積極予以採納。
對於當前外資形勢，孟瑋引述數據指出，今年1至4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

744.7億美元，同比增長26.1%；高技術產業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45.6%；中、
西部地區利用外資增速分別達到43.7%和26.9%。孟瑋直言，在國內疫情衝擊和
複雜國際形勢下，這一成績來之不易。「這充分表明，中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完
善的基礎設施以及超大規模市場等優勢，對外資依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也反映
出外資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良好預期和信心。」
國家外匯管理局17日最新發布數據指出，4月，外商來華直接投資項下資金淨流入
184億美元，較一季度月均水平增長6%，同比增長1.2倍。今年以來，貨物貿易、直
接投資等實體經濟相關資金穩步流入，繼續發揮穩定跨境資金流動的基本盤作用，
外商來華直接投資保持穩定增長。
此外，對於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孟瑋在發布會上表示，目前國內疫情

反彈得到有力處置，各項政策靠前發力、政策效應逐步釋放，相信正常的經濟秩
序將快速恢復，經濟運行會很快回歸正常軌道。下一步要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
濟社會發展，一方面下更大力氣抓好已出台政策落實，靠前安排、加快節奏，力
爭在上半年大部分落地，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確保取得實實在在的政策效果，
另一方面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近月內地局部疫情

反彈、防疫措施升級，一些城市採取靜默或封控管理，有

外資企業反映遇到物流運輸受阻、預期不清晰等問題，影響其在

華商業活動。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17日對此表示，發改委

將和有關部門、地方一起，認真研究並協調解決外資企業合理訴

求，為外資企業和項目提供更好服務。目前正在研究修訂擴大

《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修訂的基本原則就是推動利用外資

「總量增加、結構優化」，目的是繼續鼓勵外商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十八大
以來，全國審計機關共審計109萬多個單位，
促進增收節支和挽回損失逾4.3萬億元，大致
相當於一個經濟發達省份一年的國內生產總
值。
在17日舉行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

聞發布會上，一組反映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
體檢」成效的數據初次與公眾見面。審計署副
審計長王陸進會上表示，在推動深化財政體制
改革方面，審計機關加強預算執行和決算草案
審計，實現了對預算分配、批覆、執行、調整
到決算編制的全過程監督；在推動積極的財政
政策提高效能方面，持續跟進監督財政資金直
達機制，關注分配、撥付、管理和使用各個環
節，推動資金及時撥付、精準使用、安全高
效。十年來，審計結果在加強幹部監督、規範
行業管理等方面不斷得到深化運用，共推動健
全完善制度7萬多項，向司法、紀檢監察機關
等移送問題線索6萬餘件。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嚴肅

財經紀律」「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對
於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過緊日子要求的落實落
細，十年來，審計機關嚴肅查處違規興建樓堂
館所和形象工程、違規發放津補貼以及「三
公」經費不嚴格等方面問題。2021年10月，
國務院辦公廳就曾公開通報審計發現的部分地
區不顧自身財力狀況，違規興建樓堂館所的問
題。王陸進表示，將進一步加大這方面問題的
查處力度。審計機關還持續加大對醫療、養
老、就業、住房、「三農」等重點民生資金和
項目的審計力度。比如，在脫貧攻堅審計中，
累計抽查各類扶貧資金1.02萬億元，審計查出
問題金額佔抽查資金比例由2013年的36.3%下
降到2020年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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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抵退稅減地方財政收入
財政部以轉移支付予彌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近期深
圳、蘇州等城市公布當地4月財政收入大幅下降，
降幅高達四五成，引發外界對地方財政的擔憂。
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17日表示，2022年實施新的
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增值稅留抵退稅一方面有
力地支持企業減負紓困，同時也會造成財政收入
的減少。扣除留抵退稅減收因素，1至4月累計全
國財政收入增長5%，增幅較一季度有所回落。此
外，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留抵退稅進度進一
步提前，4月以來加緊向小微企業退稅，中型企業
存量留抵退稅退還由原定7月提前至4月開始，大
型企業從原定的10月提前到6月開始。

留抵退稅旨在為企業減負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減稅降費預計2.5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重頭戲是實施1.5萬億
元增值稅留抵退稅，即退還企業未抵扣完的增值
稅進項稅額，重點支持小微企業和製造業，以緩
解企業現金流壓力。
許宏才當日出席中宣部舉行的「中國這十年」
財稅改革與發展有關情況發布會時指出，增值稅
留抵退稅在財務上是通過沖減現有財政收入來處
理的。今年4月是2022年新出台大規模留抵退稅
政策實施的第一個月，當月全國留抵退稅約8,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進度超出預期，相當於
2021年同月財政收入的37.5%。「也就是說，實

行留抵退稅，4月財政收入就要下降37.5%」。製
造業發達的地區、特別是一些東部省份，因留抵
退稅導致的財政收入下降比例會更高，超過
37.5%。除了留抵退稅，2022年實施的其它減稅降
費、緩稅措施，也會對前四月財政收入造成影
響。
許宏才表示，留抵退稅因素產生非常大影響，
造成1至4月財政收入口徑跟上年口徑不可比。扣
除增值稅留抵退稅減收的8,000億元，1至4月累
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5%，比1至3月8.6%增
幅有所回落。
財政部同日發布數據顯示，4月當月，扣除留抵

退稅因素後，全國財政收入同比下降5.9%，其中
國內增值稅下降3.5%，表明經濟下行對財政收入
也有一定衝擊。若不剔除留抵退稅因素，4月全國
財政收入同比銳減41.3%。

中央轉移支付已基本到位
許宏才同時指出，增值稅留抵退稅會造成地方

財政收入減少，對這部分減少，中央財政通過轉
移支付予以彌補，基本彌補到位，地方的財力能
夠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王道樹在發布會上
透露，目前已為企業減輕稅費負擔和增加現金流
超過1.6萬億元。具體包括：一是實施2022年新出
台的留抵退稅政策，4月1日至5月16日共有9,796

億元留抵退稅款退到企業賬戶，加上一季度繼續
實施此前已出台的留抵退稅老政策1,233億元，共
有11,029億元退稅款退到納稅人賬戶；二是一季
度全國新增減稅降費1,980億元；三是2022年以來
繼續實施的製造業中小微企業緩繳稅費3,778億
元。

2012年至2021年
中國財稅改革成績單

（單位：人民幣）

◆全國財政收入十年累計163.05萬億元，年
均增長6.9%。

◆全國財政支出十年累計193.64萬億元，年
均增長8.5%。

◆減輕企業負擔8.8萬億元，宏觀稅負從2012
年的18.7%降至2021年的15.1%。

◆新辦涉稅市場主體累計超過9,000萬戶，年
均增加逾千萬戶。

◆自主將關稅總水平從2010年的9.8%降至
7.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今年前4個月引資情況
引進外資規模高速增長
◆1至4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744.7億美
元，同比增長26.1%。

利用外資質量提升
◆從行業看，高技術產業引資增長較快，
同比增長45.6%，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增長
36.7%，高技術服務業增長48.3%，信息
服務業、研發與設計服務業、電子及通信
設備製造業分別增長 69.7%、60.4%和
45.3%。

◆從區域看，中、西部地區引資全面增
長，增速分別達到43.7%和26.9%。

大項目穩落實
◆新增合同外資1億美元以上大項目185
個，相當於平均每天有1.5個外資大項目落
地。

來源：新華社

四措施助大宗商品保供穩價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我國CPI同比上漲1.4%，4月份漲幅雖擴大
至2.1%，但仍處合理區間；4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
上漲8%，漲幅比3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儘管我國PPI漲幅連續回落，但大
宗商品價格仍居高不下。孟瑋表示，將堅持綜合施策、精準調控，全力做好大
宗商品保供穩價工作。

◆一是做好糧食保供穩價。穩定播種面積和產量，保持糧食量足價穩，確保中
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二是以煤炭為「錨」做好能源保供穩價。通過完善煤炭產供儲銷體系、強化
市場預期管理等措施，引導煤炭價格在合理區間運行，通過穩煤價來穩電價，
進而穩定整體用能成本。

◆三是做好礦產品保供穩價。加大鐵礦石等國內勘探開發力度，加快礦產品基
地建設，增強國內資源保障能力。強化進出口調節，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
放、低水平項目盲目發展，促進重要礦產品安全供應、價格基本穩定。

◆四是持續加強市場監管。將會同有關部門，加大期現貨市場聯動監管力度，
嚴厲打擊捏造散布漲價信息、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違法違規行為，特別是對
於資本的惡意炒作，將予以堅決打擊。

來源：新華社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已於4月19日復工復產，截至4月30日已下線1萬輛整車。其中部分車輛運往亞太地區，另有部分產品將於近期裝
載，出口發運至歐洲等地。圖為4月21日航拍的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工作人員在貨場裝運整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