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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5日电（记者王俊岭） 为进
一步促进大宗消费、重点消费，更大释放农
村消费潜力，商务部等 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
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

《通知》提出五个方面工作任务：
一是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释放汽车消

费潜力，鼓励有关城市优化限购措施，增加
号牌指标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
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农村居民购买3.5
吨及以下货车、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对
居民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
车，给予补贴。改善汽车使用条件，加强停
车场、充电桩等设施建设，鼓励充电桩运营
企业适当下调充电服务费。

二是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激活家电
家具市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淘汰旧家电
家具并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环保家具给予补
贴。支持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建设，合理设置
废旧大宗商品回收处理中心、回收运输中转
站，按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给予保障。放宽
废旧物资回收车辆、家具配送车辆进城、进
小区限制。

三是提振餐饮消费。完善相关扶持政
策，促进绿色餐饮发展。鼓励餐饮企业丰富
提升菜品，创新线上线下经营模式。完善餐
饮服务标准，支持以市场化方式推介优质特
色饮食。

四是补齐农村消费短板弱项。完善农村
流通体系，以扩大县域乡镇消费为抓手带动
农村消费，加强县域乡镇商贸设施和到村物
流站点建设。推动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
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加快发展乡镇生

活服务，支持建设立足乡村、贴近农民的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
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五是强化政策保障。完善惠企政策措施，鼓励各地通过财政
补助、金融支持等手段推动非国有房屋出租人加大租金减免力
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流通行业市场主体
的金融支持力度。

《通知》对具体任务进行了分解，并要求细化工作举措，推动
相关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进一步促进消费回升和潜力释放。

本报北京1月5日电（记者汪
文正）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
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共5745万户，
年均超千万户，较“十二五”时期
增长83%。

分类型看，民营涉税市场主体
5600 万 户 ， 小 微 企 业 近 5200 万
户，占比均超过九成。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
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
业的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数量占比明
显提高。新办涉税市场成立当年即
领用发票率和有税申报率稳步提
升，整体存续率超过八成。分地域
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

圈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占全部新办
涉税市场主体的 42%。新增涉税
市场主体保持稳步增长，培育壮
大了税源基础，有力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饶立新
表示，“十三五”期间新办涉税市
场主体持续快速增长与中国先后出
台一系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措施，不断为市场主体营造公
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境，最大
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密不可分。
税务部门将继续持续推进税收制度
改革，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
持续改善税收营商环境，为市场主
体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本报北京1月5日电（记者李
婕） 记者日前从人社部获悉，近期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员、物流服务师等 20
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颁布。

其中，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员、物流服务师、供应链管理师等
7 个职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第四大类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 13 个职
业属于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
人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供应链管理师、电子竞技运营师和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等4个新职业的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系首次颁布。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这些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颁布，是结合
当前职业岗位分布情况及技能需
求，紧贴相关行业和技术水平未来
发展要求，对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
等领域从业人员理论知识和技能要
求提出的综合性水平规定，是开展
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技能鉴定评价
的基本依据，对促进相关领域从业
人员素质提升、相关产业升级、行
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人社部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等部门，进一步组织编
写培训大纲和培训教材，指导加强
企业等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
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中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迎来重大调
整。1月 4日，财政部发布 《关于印发<商业
银行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对商业银行的
绩效评价办法做出完善和修订。在新的评价
体系中，新增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
维度，未来绩效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将进一步
发挥。

四类指标进行调整

本次新规中，最显著的就是指标体系的
调整。改革前的盈利能力、经营增长、资产
质量、偿付能力四类指标，调整为服务国家
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
控、经营效益四类，每类权重均为 25%，兼
顾考核重点和平衡关系。

以本次新增的“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
实体经济”类别来说，具体包括：服务生
态文明战略情况、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情
况、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完成情
况、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控”完成情
况四个指标。

在“发展质量”评价维度中，则引入经
济增加值、人均净利润、人均上缴利税等
指标，引导银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大
自主创新力度，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和价值
创造能力。

“评价导向更加突出服务国家宏观战略、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微观经济等综合经济效
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调整根据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指标特性，灵活选用适当
的评价方法，既鼓励行业领先，也鼓励自我
超越；既合理考虑监管目标，又按照市场原

则，考虑正常的出资人回报和股东关切。
依据新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保持相对稳定，并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实体
经济需求、金融发展趋势等客观情况适时进
行动态调整。

金融管理与时俱进

为什么会在此时出台新规？
据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现行商业银

行绩效评价办法是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制度中

四类 （银行、保险、证券、其他） 评价类别
之一，建立于 2009 年，2016 年曾进行修订，
在推动商业银行提升经营效益、提高资产质
量、坚持稳健经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现行商
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局限性逐渐凸显，有必
要根据新形势需要进行修改完善。”该负责人
表示。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评价体
系，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创新
发展的新理念；另一方面，适应当前经济发

展阶段的需要，在追求规模增长的同时，要
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与效益。

此外，这也是保障银行信贷投放能力的
需要。“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
主，信贷融资占比较高，资本耗用较大，现
行办法中偿付能力状况考核三项资本充足率
指标，权重过高，降低了资本对信贷的撬动
效率，不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该负
责人说。

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主任何代欣看来，此次调整是金融管理与

时俱进的体现，旨在激励商业银行更好服务
微观经济、实体经济，同时提高商业银行资
金运营效率，为其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支撑。

发挥指挥棒作用

按照新评价办法，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结
果将以评价得分、评价类型和评价级别表
示。在评价类型中，将根据评价分数对企业
综合绩效划分水平档次，分为优、良、中、
低、差五种类型。

财政部门审核确定绩效评价结果后，及
时反馈商业银行，抄报负责商业银行领导班
子和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的组织人事部门
和行业监管部门，并以适当方式对社会公开。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本次调整更加
突出评价结果与高管薪酬、企业工资总额、
领导班子考核等事项挂钩，“进一步完善‘薪
酬与绩效匹配、激励与约束并重’机制，有
效发挥指挥棒作用”。

“通过事前激励和事后约束，绩效评价体
系将进一步传导到商业银行日常经营管理
中，有助于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发展
质量和防控风险等要求落到实处。”何代欣对
本报记者表示。

根据文件，新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除商业银行外，其他类型金融企业如
主权财富基金、政策性金融企业，以及证
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等其他商业性金融
企业的绩效评价制度，目前已启动研究完善
工作，待成熟后另行印发实施。在新的办法
实施前，继续执行 《财政部关于印发<金融
企业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迎新规
本报记者 李 婕

中国农业银行牡丹江分行打造黑龙江省银行系统内首家“5G+”
智慧网点，为客户提供更智能、更炫酷、更便捷的现代金融服务。图为
日前市民在智慧网点办理业务。 梁志强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亳州市分行开展金融服务民
生、便民惠民服务活动，提升了现金便民服务水平。图为日前在该市一
邮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帮助老人兑换零钱。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1月3日，贵州省六盘水
市雨雪凝冻气候持续。为保
证电力供应充足，六盘水供
电局派出多组运维人员前往
重冰区对电网进行特巡特
维，对线路杆塔、接地装
置、绝缘子等设施的完好情
况、覆冰情况进行全面检
查，确保低温凝冻及节日期
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
群众用电无忧。图为工作人
员正在海拔2500多米的六盘
水市四格风电场巡视检查风
力发电输出线路。

李 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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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颁布

“十三五”期间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5745万户

本报南宁 1月 5日电 （张云河、
王勇） 广西贵港市交通运输局最新数
据显示：2020年，贵港港货物吞吐量
突破 1 亿吨，达 1.0552 亿吨，同比增
长 30.9%，成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亿
吨大港。

据悉，贵港港位于西江航运干线
中游，是我国内河主要港口和对外开
放一类口岸。“十三五”时期，贵港

市水运基础设施完成投资49亿元，拥
有货运码头泊位 155 个，其中 3000 吨
级泊位 2个、2000吨级泊位 29个，全
港 年 吞 吐 能 力 为 7000 万 吨 和 65 万
TEU，同比增加44.33%和62.5%。

近年来，贵港市紧紧围绕奋力建
设西江流域航运枢纽和战略性产业城
战略定位，坚持以港兴城、以港兴
产、港城联动，加快运输结构优化调
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成形，推
动港产城协调发展。近五年，贵港市
先后投入 318 亿元，加强航道、船
闸、港口、公铁水综合集疏运体系建
设，加快形成东融粤港澳大湾区、西
合云贵的便捷水运通道，推动港航事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尚志鞋业 （四川） 有限公司产品出口欧美 20 多个国家，年产量近 200 万
双。公司90%的员工为四川籍，其中有100多名成都及周边城市的“95后”，家
门口就业让更多农村青年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图为1月4日，在该公司
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赶制订单。 李向雨摄 （人民视觉）

开足马力赶订单

贵港港货物

吞吐量突破1亿吨

近期，河南省温县赵堡镇赵堡村的春联印刷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村
民们忙着印刷、包装春联，供应各地年节市场。赵堡村是当地远近闻名
的春联印制专业村，村民通过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增收致富。图为1月5
日，赵堡村村民在包装春联。 徐宏星摄 （新华社发）

印制春联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