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關於建立健全涉企收費長效監管機制的指

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近日發

布，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建立健全涉企收費

長效監管機制，聚焦政府部門及下屬單位、

行政審批中介服務機構、行業協會商會、經

營自然壟斷環節業務企業等涉企收費主體，

強化全過程監管，着力構建協同高效的長效

監管機制。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司長牛育

斌3月31日在專題發布會上表示，文件要求

實現目錄清單全覆蓋，凡是清單之外的項

目，一律禁止，為涉企收費行為劃定明確邊

界。各地區各部門需全面梳理、清理涉企收

費項目，確保每個項目有依據。發展改革

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家市場監

管總局四部門將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統一的清

單格式和編製要求，督促指導各地區各部門

及時向社會公開涉企收費目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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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適應人民群
眾提升居住品質的需要，住房城鄉建設部3月
31日發布國家標準《住宅項目規範》。新規範
以住宅項目整體為對象，以安全、舒適、綠
色、智慧為目標，在規模、布局、功能、性能
和關鍵技術措施等方面，對住宅項目的建設、
使用和維護作出規定。
新規範規定了新建住宅建築層高不低於3米，
4層及以上住宅設置電梯；提高了牆體和樓板隔
聲性能；提高了戶門、衞生間門的通行淨寬；提
高了陽台等臨空處欄杆高度；要求公共移動通信
信號覆蓋到公共空間和電梯轎廂內；要求空調室
外機安裝在專用平台；規定了不同氣候區供暖、
空調設施設置要求等。上述被稱為「好房子」標
準的新規範將於今年5月1日起施行。
住房城鄉建設部相關司局負責人說，隨着中

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建築技
術發展水平都有了較大提高，對住宅品質提升
有了更高需求。新規範結合中國近年來住宅項
目建設實踐，在對現行住宅標準實施情況評估
的基礎上，經廣泛徵求意見和充分論證，提出
了住宅項目的底線要求，將更加有力支撐城鎮
住宅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
查中心、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3月31日發布數
據，3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升至
50.5%，比2月上升0.3個百分點，製造業景氣水平
繼續回升，至近一年最高水平。

產需兩端擴張加快
產需兩端擴張加快，中小型企業PMI均有改
善。3月，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分別為52.6%和
51.8%，比上月上升0.1和0.7個百分點，擴張有所
加快。從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PMI為51.2%，比
上月下降1.3個百分點，仍高於臨界點。中、小型
企業PMI分別為49.9%和49.6%，比上月上升0.7
和3.3個百分點，中小型企業景氣水平不同程度回
升。
市場預期基本穩定。3月，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
數為53.8%，比上月下降0.7個百分點，持續位於
擴張區間，製造業企業對近期市場發展總體保持
樂觀。從行業看，鐵路船舶航空航天設備、電氣
機械器材等行業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均位於

60.0%以上高景氣區間，相關企業對行業發展信心
較強。
「受政策推動經濟初顯回升態勢，但基礎還不

穩定。」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特約分析師張立
群稱，反映需求不足為主要困難的企業佔比仍在
60%之上，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也有回落，企業
恢復生產的信心仍然不足。應持續加大宏觀政策
逆周期調節力度，特別要顯著加強政府公共產品
投資在擴大內需中的關鍵作用，盡快改變市場引
導的需求收縮趨勢。

綜合PMI指數為三個月最高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3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

指數為50.8%，創三個月高點。其中，服務業PMI
為 50.3%，比 2月上升 0.3 個點。建築業 PMI為
53.4%，比2月上升0.7個點，創10個月高點。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經濟師武威認為，二季度隨

着財政赤字率的提升，增量資金將繼續投入到投
資領域，從而推進建築項目向實物工作量轉化，
建築相關活動有望在二季度持續擴張。但需要指

出的是，非製造業PMI及服務業和建築業PMI的
表現均弱於季節性。其中建築業PMI為有數據以
來歷年同月最低水平。
數據還顯示，中國3月綜合PMI指數為51.4%，

比2月上升0.3個點，為三個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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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國製造業景氣水平升至近一年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
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
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意見》。《意見》包含23
項具體要求，提出推動在市場准入、行政審
批、政府採購、招商引資、資質審核等公共管
理領域充分使用信用報告。大力推行以專項信
用報告替代有無違法違規記錄的證明。鼓勵在
招標投標、融資授信、商業往來等市場交易活
動中使用信用報告。

依法依規建立健全自然人信用記錄
文件提到，有序推進自然人信用建設。依法

依規建立健全自然人信用記錄。加快推進法
律、金融、會計、審計、醫療、教育、家政、
工程建設、生態環境、平台經濟等領域從業人
員和取得國家職業資格人員等重點職業人群的
信用管理制度建設。

同時提出，構建全方位的信用激勵政策環
境，為守信主體在公共服務中提供便利或優
惠。依法依規開展失信懲戒。規範設定失信懲
戒措施，依法依規合理確定懲戒範圍和力度。
為守法誠信經營主體提供更多優惠便利，對違
法失信經營主體在平台規則內予以限制。加強
對網絡主播、自媒體、網絡信息內容多渠道分
發服務機構（MCN機構）等信用監管。
文件還提到，依法依規開展失信懲戒。對被

列入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的，在申請政府資金、
享受稅收優惠、參與公共資源交易活動、股票
債券發行、評先評優、公務員錄用遴選調任聘
任、事業單位公開招聘等方面，依法依規予以
限制或禁止。在房地產市場、互聯網、人力資
源市場、能源中長期合同領域增設嚴重失信主
體名單。對失信懲戒措施和嚴重失信主體名單
實行清單化統一管理。

國家發展改革委在答記者問中表示，目前，
在行政審批、招標投標、企業融資等領域，經
營主體需到多個行政管理部門開具各類有無違
法違規記錄的證明，大大影響了企業辦事效
率。部分省份依託信用信息平台網站，通過信
用信息共享和系統集成融合，開展了專項信用
報告替代有無違法違規記錄證明改革，實現
「一份報告替代一摞證明」和「一網通辦」，
很受企業和群眾歡迎。為此，意見提出，大力
推行以專項信用報告替代有無違法違規記錄的
證明。

未來將擴大信用評價應用範圍
國家發展改革委將充分發揮社會信用體系建

設牽頭部門作用，按照「高效辦成一件事」的
要求，總結梳理部分地區「信用代證」改革創
新經驗做法，全面推進「信用代證」，助力提

升行政效能和水平。未來要推動公共信用評價
規範的國家標準立項。行業主管（監管）部門
按照公共信用評價規範，制定本行業全國統一
的行業信用評價制度框架。深入推進「信易
貸」工作，着力建設信用信息歸集加工聯合實
驗室，支持銀行機構在信貸評價中進一步豐富
信息維度，開發符合民營中小微企業特點的信
貸產品。
國家發展改革委表示，未來將擴大信用評價

應用範圍。依託全國一體化融資信用服務平台
網絡向金融機構提供企業公共信用綜合評價查
詢服務，並允許交易對手方依授權查詢對方公
共信用綜合評價結果。推動將行業信用評價結
果共享至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並依授權向
有關方面開放查詢。規範信用評價的結果應
用，堅決防止以信用評價名義變相設立交易壁
壘。

中央發文「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推信用報告替代無違法證明

加強涉企收費監管是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優化營商
環境的重要舉措。近年來，一些地方罰沒收入激

增，不少來自地方違規涉企收費。此次文件中強調全
過程監管，着力構建協同高效的長效監管機制：哪些
可以收，哪些屬於違規收費，如何收費，收費多少，
收費的程序等等，都應該依據法律法規和政策而行。

切實減輕企業負擔
牛育斌表示，通過相關制度安排，形成常態化、長
效化治理機制，有利於全面規範涉企收費行為，有效
遏制違規收費現象，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激發企業的
內生動力和市場活力；有利於進一步規範涉企收費秩
序，打破因不合理收費造成的行業壁壘，使各類企業
在相同的規則和環境下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為進一步有效規範政府部門及下屬單位收費行為，
《指導意見》提出健全涉企收費目錄清單制度，主要有

三方面考慮。一是設立「邊界」。各部門、各省份都要
建立政府部門及下屬單位綜合性涉企收費目錄清單，實
現目錄清單全覆蓋，凡是清單之外的收費項目，一律不
得收取，為涉企收費行為劃定了明確的邊界。
二是陽光「晒單」。目錄清單中要明確服務內容、

服務標準、收費水平等基本信息。這將確保企業能夠
清晰理解每一個收費項目的具體情況，一目了然地知
曉自己應繳納的費用，讓企業明明白白繳費。
三是一單「通查」。每個部門、每個省份都要建立
清晰、全面的目錄清單，通過政府門戶網站、政務公
開欄等多種渠道向社會公開並動態更新發布。

向社會公開涉企收費目錄清單
牛育斌介紹，為了把涉企收費目錄清單制度落實

好，下一步，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
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四部門將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統
一的清單格式和編製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按照統一
標準進行編製。她強調，四部門將督促指導各地區各
部門及時向社會公開涉企收費目錄清單，並同步建立

動態調整機制。對於未按要求編製清單、清單內容不
完整或不準確、未及時更新清單以及清單之外違規收
費等行為，四部門將會同有關部門採取必要的監管措
施予以懲戒。

涉企收費已由106項減少至32項
另外，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郭垂平介紹，2013年

以來，中央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由185項減少至
50項，減少幅度73%。其中，涉企收費由106項減少
至32項，減少幅度70%；政府性基金由30項減少至
20項，減少幅度33%。下一步，財政部將會同有關
部門持續落實延續涉及企業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
性基金優惠政策，減輕相關領域經營主體負擔。加強
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清單制度的管理，實現
對中央和地方收費基金項目的全覆蓋，做到「陽光收
費」。此外，結合財會監督專項行動等，加強對行政
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優惠政策監督檢查，確保降
費減負政策紅利扎扎實實落到經營主體，堅決防止亂
收費、亂罰款、亂攤派。

涉企收費目錄全覆蓋
清單之外一律禁止

國家首建長效監管機制 全面清理涉企收費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財辦主任何立峰3
月31日在京會見美國橋水基
金創始人達利歐，雙方就宏
觀經濟形勢、中美經貿關係
交換看法。
何立峰表示，今年以來
中國經濟起步平穩，保持
向新向好發展態勢，全國
統一大市場正在形成，消
費潛能加快釋放。中方將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進資本市場高水平對外開
放，歡迎國際投資者積極
參與中國資本市場建設，
分享發展機遇。
達利歐表示，中國經濟社
會發展成就有目共睹，願為
美中經貿合作繼續貢獻力
量。

《指導意見》要點
●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國務院部

門涉企保證金、政府定價的經營服務性收
費實行目錄清單管理，實現每個部門涉企
收費一張目錄清單全覆蓋，清單之外一律
不得收費。

●完善涉企收費政策評估審核工作機制，加
強對新出台涉企收費政策合法性、公平性
以及社會預期影響等方面的評估審核，對
存量政策開展專項整治，違法違規收費項
目一律取消。

●對實行市場調節價的經營服務性收費，通
過開展價格、成本調查等方式，引導有關
涉企收費主體合理合規收費。

●依法加大對違規收費主體的懲戒力度。
●對中介服務、行業協會商會、自然壟斷環

節企業等亂收費問題多發領域，清理違規
事項、規範收費行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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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面提出建立健全涉企收費長效監管機制，強化全過程監管。圖為群眾在浙江省嘉興市南湖區政務服
務中心導服台諮詢事項辦理手續。 資料圖片

●圖為去年在廣西靖西市的一家繡球生產企業，總工
藝師王秀芬在檢查繡球成品的質量。 新華社

●3月31日，在位於安徽肥西縣的合肥恒信動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車間內，工作人員在新能源汽
車電子油泵總成生產線上作業。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