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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等10部门近日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
知》，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为外贸企业纾
困。在 4 月 28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有关负责
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出口退税助企降本增效

商务部财务司司长袁晓明介绍，出口退税符
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国际通行做法，有助于
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近年来，退税政策有效
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为稳外贸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6—2021 年，税务部门累计办理出口退 （免）
税8.75万亿元，年均增长7.32%。

一系列举措持续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为出口
企业增信心、为外贸出口强动能。据介绍，国务
院自2020年3月20日起提高1464项产品的出口退
税率以来，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等部门迅
速组织落实，截至 2021 年底已为 9.4 万户企业增
加出口退税 377 亿元。2021 年，办理正常退税平
均时间已缩减至 7 个工作日内，比 2019 年快 3
天。商务部在2021年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出口
退税是企业最有获得感的政策之一。

同时，各部门积极推进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
点全面扩围，认真落实跨境电商增值税“无票免
税”和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出口免征增值税试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
税等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政策举措，进一步
增强出口竞争力。

在提升退税申报智能化方面，税务、海关等
部门积极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出口退税申
报功能，退税网上申报渠道增加到 3 个，方便了
出口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使用；通过强化
部门数据共享、优化系统功能，企业申报效率提
升近30%，退税审核效能大幅提高。截至3月底，
累计已有 1.1 万余家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办理了出口退税手续，合计退税金额达到
515.59亿元。

着力减轻出口企业负担

在聚焦政策纾困、着力减轻出口企业负担方
面，《通知》明确了3项支持政策。

强化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退税政策衔接。国
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谢文介绍，按现
行规定，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除特殊情形外
都必须收汇。前期一些企业反映，因新冠肺炎疫
情原因导致其无法收汇，虽然购买了出口信用保
险，但按现行规定相关企业不能办理退税。为解
决企业的实际困难，相关部门合作优化完善相关
政策，将企业取得的出口信用保险赔款视同收汇
处理，允许企业办理退税。

完善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考虑到过去出
口产品征退税率不一致，导致企业的部分进项税
额在征退税率一致后，无法得到抵扣。为解决企
业困难、减轻企业负担，我们完善了相关政策，
在计算应纳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这一部分进项
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发
展。”谢文说。

挖掘离境退税政策潜力。中国自2015年起推
行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截至目前已有24
个省份实施了离境退税政策，有效带动了境内旅
游消费。“为更好释放政策效应，税务部门将积极
联合财政、海关、文旅、商务等部门，适时扩大
政策覆盖地域范围，鼓励更多的地区实施离境退
税政策，推动更多优质商户成为退税商店；同
时，持续优化境外旅客购物退税服务体验，大力

推行便捷支付、‘即买即退’等便利措施，让境外
旅客退税更方便、购物更满意。”谢文说。

进一步提高便利化水平

如何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办理便利化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今年税务

总局会同海关总署、国家口岸办，实现了海关税
务信息共享，联合推出“三减、三加、三提速”
新举措。

“三减”指减资料、减事项、减纸质证明。取
消或调整出口退税申报、证明开具等事项需要报
送的多项纸质资料；出口退税货物无法收汇时不
再要求事前申报，改为企业自行留存相关资料备
查；将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等 6 类出口退税证
明的开具方式由纸质证明改为电子证明。

“三加”指加力度、加方式、加便利服务。加
大出口业务“非接触”办理措施的推行力度，实
行出口退税申报、审核、反馈全程网上办。增加
出口退税备案单证留存备查方式，支持企业根据
自身实际选择纸质化、影像化、数字化方式留存
备案单证。增加出口退税申报“免填报”项目，
增加出口退税办理进度等提醒服务。

“三提速”指提速退税办理、提速退运通关、
提速实地核查。2022年，将全国办理正常出口退
税平均时间压缩至 6 个工作日内。积极推动 《出
口货物已补税/未退税证明》信息共享，在办理出口
货物退运通关时，凡可查验信息的，不再要求报送
纸质证明，加速退运通关。积极推行实地核查“容缺
办理”，提高集中代办退税实地核查效率。

“下一步，税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
府共同抓好落实，更好服务广大出口企业、更好
打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更好服务稳外贸大局。”
王道树说。

完善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挖掘离境退税政策潜力——

出口退税政策加力稳外贸
本报记者 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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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28日电（记者王
俊岭） 2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
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 1—3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9555.7亿
元，同比增长 8.5%。其中，国有控
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068.5 亿元，
同比增长19.5%；股份制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14396.3 亿元，增长 14.4%；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 4707.5 亿元，下降 7.6%；私营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331.5 亿元，增
长3.2%。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

朱虹表示，一季度工业企业效益状
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工业企业利润实现平稳增
长。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增长 8.5%，继续保持平
稳增长态势。从三大门类看，采矿
业利润增长 1.48 倍，制造业下降
2.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下降30.3%。

二是采矿业有力拉动工业企业
利润增长。能源保供措施有效推
进，煤炭等能源产品生产较快增
长，叠加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
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共同

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快速增加。一季
度，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长 1.48 倍，
延续了去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增
速较 1—2 月份加快 15.8 个百分点。
其中，煤炭采选业、石油天然气开
采业3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 （PPI） 同比涨幅分别扩大至
53.9%、47.4%，带动一季度行业利
润分别增长 1.89 倍、1.51 倍，两个
行业合计拉动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增长12.1个百分点。

三是高技术制造业促进工业企
业利润增长。一季度，高技术制造
业利润同比增长 3.8%，较 1—2月份

有所改善。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利润由 1—2 月份下降转为增
长11.1%；医药制造业利润因基数较
高同比下降 8.9%，但降幅较 1—2月
份收窄 8.7 个百分点，其中 3 月份利
润同比增长12.0%。两个行业合计拉
动一季度、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增速较1—2月份分别加快1.6和
4.2个百分点。

四是部分装备和消费品制造行
业利润有所改善。一季度，部分装
备制造行业受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
产能释放、医疗设备需求增多等因
素推动，利润增速有所加快。电气机
械行业利润增长 10.4%，增速较 1—2
月份加快 4.7 个百分点；专用设备行
业利润增长 4.8%，增速加快 0.8 个百
分点。部分消费品行业利润增长有所
好转。纺织、食品制造、烟草行业利润
分别增长14.0%、13.3%、9.4%，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降
幅较1—2月份收窄6.5个百分点。

五是单位费用下降。随着减税
降费、助企纾困政策持续显效发
力，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
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同比减少 0.54
元，较 1—2 月份减少 0.18 元。企业
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25%，较 1—2
月份提高0.28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一季度减税降费、
助企纾困多措并举，工业企业利润
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外部
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
情多点散发，给工业经济平稳发展带
来诸多挑战，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
多。”朱虹说，下阶段，要落实落细支
持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
施，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物
流畅通，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工业经济持续
健康运行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连 日 来 ，湖
南省邵阳市洞口
县工业园区企业
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克服困
难促生产，赶制
订单产品，满足
市场需求。图为4
月 28 日，洞口县
工业园区一家电
子有限公司内，
员工在生产电子
产品。

滕治中摄
（人民视觉）

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

日前，浙江省湖州
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
小镇”内的一家化妆品
生产企业，吴兴区税务
局工作人员在了解生产
情况，为企业办理出口
退税进行上门辅导。当
地政府落实企业纾困帮
扶和减税降费政策，保
障生产平稳运行。一季
度，“美妆小镇”实现规
上企业产值6.8亿元，同
比增长17.5%。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今年以来，山东
省青岛市即墨区的纺
织服装生产企业订单
充足，产能饱满，工
人们加紧赶制海外订
单产品，满足国际市
场需求。即墨区拥有
纺织服装企业 3000 余
家。图为 4 月 27 日，
即墨区一家公司的工
人在生产出口到海外
市场的服装产品。

梁孝鹏摄
（新华社发）

近年来，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玉下村将村里撂荒地充分利用，
打造成热带生态循环农业产业示范基地。今年 4月，基地种植的 50亩冬瓜
迎来大丰收。图为在玉下村热带生态循环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农户正在搬
运冬瓜。 石中华摄 （人民视觉）

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给，南方电网贵州安顺供电局近期开展消
缺护网行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为当地经济发展
提供有力的电力供应保障。图为4月28日，安顺关岭供电局工作人员对35
千伏线路电塔进行维护。 易 黎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记者汪
文正）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
日前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16 亿元，实施新的小麦“一喷三
防”补贴政策，支持河北、江苏、
安徽、山东、河南等 22 个省 （区、
市），对小麦生长期喷施杀虫剂、杀
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混

合剂等“一喷三防”措施给予补
助，以防农作物病虫害、防干热
风、防早衰，促进小麦稳产增产。

财政部明确要求各地要及时拔
付、专款专用，统筹前期下达的小
麦促壮稳产相关资金，按规定分别
支持农业生产救灾、农业生产发展
等相关工作。

中央财政安排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6亿元
保障小麦“一喷三防”措施全覆盖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记者邱
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27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我国国
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中，直接
投资净流入650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介绍，一季度，直接
投资保持较高水平净流入，主要是
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 1070 亿美元，
创新高，反映在我国经济长期向
好，坚持国内高水平开放和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外资在华投
资兴业意愿较强。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净流出 420 亿美元，显示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有序进行。

经常账户方面，一季度顺差
895 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之比为 2.1%，继续处于合

理均衡区间。
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平稳增长

趋势。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口径
的货物贸易顺差1450亿美元，为历
年同期最高值。其中，货物贸易出
口 80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进
口6582亿美元，同比增长15%。

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窄。一季
度，服务贸易逆差 182 亿美元，同
比下降 30%。旅行、知识产权使用
费为主要逆差项目。其中，旅行逆
差 294 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逆
差 77亿美元，同比增长 11%，收入
和支出分别增长 14%和 12%，反映
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持
续加深。运输顺差28亿美元，主要
是运输收入增速整体快于支出，上
年同期为逆差90亿美元。

一季度直接投资净流入650亿美元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记者徐
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3 月份
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3 月份，
我 国 债 券 市 场 共 发 行 各 类 债 券
59451.8亿元。其中，国债发行630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6186.7 亿
元，金融债券发行 8872.8 亿元，公
司信用类债券发行13854.4亿元，信
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451.6亿元，同
业存单发行23206.8亿元。

截至 3 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
额为137.8万亿元。

截至 3 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国
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为 4 万亿元，
占中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的比重为
2.9%。其中，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的托管余额为3.9万亿元；分
券种看，境外机构持有国债2.4万亿
元、占比62.7%，政策性金融债1万
亿元、占比26.1%。

3月共发行各类债券近6万亿元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记者邱
海峰） 由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
ESG 专委会、国家能源集团联合主
办的ESG中国论坛2022春季峰会日
前在京召开。会上，国务院国资委
相关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共
同发布煤炭、电力、乳制品、酒业
等 4 个行业上市公司 ESG （环境、
社会、治理） 指数。

指数报告显示，目前，已有超
半数煤炭、乳制品、酒业上市公司
和超六成电力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

任/ESG 报告，4 个行业中的国有上
市公司 ESG 指数水平均高于民企，
相关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客户服
务与投诉应对、员工权益保护等方
面管理需要改进。

此次发布的指数由中国社会责
任百人论坛 ESG 专委会指导，大公
责任云、责任云研究院联合研究，
选取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 20
个重点行业，从 ESG 治理、社会价
值和风险管理三个维度综合评价上
市公司ESG水平。

四个行业 ESG 指数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