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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水养鱼”效果明显

近 几 年 来 ， 财 税 制 度 改 革 不 断 加
深，其中“营改增”影响范围与力度不
断扩大。专家介绍，营业税是指对企业
营业额全额征税，增值税是对企业销售
商品和服务实现的增值额征税，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后，有利于完善税制，起到
了“放水养鱼”，激发社会资本创新创业
活力的作用。

从2012年1月1日开始，“营改增”在
上海试点，目前，全国交通运输业、邮政
业、电信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
增”已经全面推开。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底，全国“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共
计 410 万户，全年有超过 95%的试点纳税
人因税制转换带来税负不同程度下降，合
计减税 1918 亿元。另据统计，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纳入“营改增”试点的纳税人
共计 509万户，已累计减税 4848亿元。随
着改革的推进，产业链减税效果持续体
现。

“‘营改增’是一项既利当前又功在
长远的制度安排，也是一项谋一域而促全
局的重大改革。”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指
出，“营改增”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
了重复征税，优化了税制结构，从而为经济
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税制环境，对产业转型、

经济增长、企业发展等具有深层次影响，带
来了一系列改革红利。

四行业涉税1.6万亿

“营改增”剩余四大行业涉及到纳税
人的户数是已试点行业的两倍，涉及营业
税税额约 1.6 万亿元，占营业税税收总额
约 67%，因税制改革涉及面广，利益调整
复杂，被称为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今年是“营改增”的第四个年头，也
是计划中的收官之年，但四大行业户数众
多、业务形态丰富、利益调整复杂，同
时，当前财政收入放缓，“营改增”继续
推进会造成财政进一步吃紧。这种现状让
原本计划今年全面完成改革的计划面临了
种种困难。

正当业界一致推测四大行业“营改增”
将推迟之际，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最新透
露的信息表明，该项改革启动在望。

从时势发展看，“营改增”也不容一再
推迟。中共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
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
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
出责任。专家分析，“营改增”从根本上动摇
了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从重
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来说，“营改
增”是财税体制改革第一紧迫的任务。

“攻坚之战”稳步推进

但业内人士提醒，未来“营改增”应
慎重稳步推进。具体来看，剩余各个行业
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比如，旅行社

费用项目中的餐费、门票、农家乐住宿
等，项目分散，获得专用发票难度大，
无法进行抵扣；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
的原料供应商一般均为小规模纳税人，
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获得纳
税抵扣……

“‘营改增’工作越往后越复杂。”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介绍，剩下的不
动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是非常复杂
的，“营改增”难度非常大。而且这些行
业都与当前稳增长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密
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推进需要考
虑周全。

其实，“营改增”中遇到的一些技术性
和制度性困难都有办法解决。社科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像
建筑业、房地产和金融都有各自的政策难
点，但也有应对的方法。至于行业税负上
升，有些是可以通过产业链传导加以消化，
尤其对于原增值税纳税人，因为可抵扣的
内容增多，普遍减税。

“营改增”只是增值税改革的第一步，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营
改增”全面顺利完成，之
后将进一步完善增值税
税制、完善增值税中央
和地方分配体制以及实
行增值税立法，最终全
面完善增值税制度。

创下5个月新低

去年至今，物价一直维持低位运行。统计显示，
自去年 9 月起，除了今年 8 月份，CPI 涨幅持续徘徊
在 1%-2%之间。而最新公布的 10 月份物价涨幅则创
下了5个月以来的新低。

据统计，10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9%，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65个百分点。其中，肉
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7.2%，猪肉价格上涨 15.8%，影
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48个百分点；鲜菜价
格上涨 4.7%；水产品价格上涨 2.1%；粮食价格上涨
1.2%。

10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9%。其中，烟
酒及用品、衣着、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娱乐教
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3.8%、2.4%、2.2%、1.1%、0.8%
和 0.6%；部分服务价格同比涨幅依然较高，挂号
诊 疗 费 和 家 庭 服务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 14.4%和
7.2%；而交通和通信价格则下降 1.9%。

据测算，在 10 月份 1.3%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0.2个百
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1.1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通胀下降

当前物价涨幅回落与食品价格环比总体下降有
关。高盛/高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对本报记者
说，10月份CPI通胀率低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食品
价格通胀下降的推动。

食品价格回落一部分原因在于天气因素。“10月
份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有利于鲜菜鲜果的
生产。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下旬主要食品价格跌多
涨少，其中大白菜、芹菜、鸡蛋、香蕉等跌幅居前，
大白菜跌幅超过 20％。”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
统计师余秋梅分析。另一个因素是国内市场的猪肉、
蛋等供给充足。

此外，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粮食价格下降，也助
推了食品价格回落和养殖成本下降。

除食品价格下降外，非食品价格走势平稳，使10
月物价不具备大幅上涨的能力。据统计，10月份，非
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1%。衣着、医疗保健和个人用

品、烟酒及用品价格分别上涨0.6%、0.2%和0.1%；娱
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3%；家庭设备用品
及维修服务、交通和通信、居住价格均持平。

全年涨幅仍将低于2%

临近年尾，专家分析，剩余两个月的物价水平仍
将保持低位运行，完成全年 3%左右的调控目标已无
悬念。恒生银行高级经济师姚少华认为，鉴于内需仍
疲弱，猪肉价格见顶回落，以及PPI持续通缩，我们
预期CPI在今年最后两月继续低于1.5%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指出，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
经济存在阶段性下行压力，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问题较
为突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低位，总体看物价涨
幅低水平运行的概率较大。在总需求稳中有所放缓的
情况下，个别商品价格上涨难以持续推动整体物价水
平上行。

“商品房销售回暖可能带动相关的商品消费增
长，但在国内经济环境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
的情况下，非食品价格缺乏上涨动力。预计未来CPI
仍在低位水平，全年平均涨幅在1.4%至1.6%。”交通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预计。

低通胀令市场再次期待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宽
松。宋宇推测，政府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基本预
测是年底前存准率将下调 50 个基点，而且基准利率
还将再度下调 25 个基点；不过鉴于外汇流动状况可
能发生了改变，降准
的可能性有所降低。
决策层也可能通过财
政政策和准财政政策

（借助政策性银行）
来支持经济增长。

根据央行公告，2015 年版第五
套人民币 100 元纸币将于 11 月 12 日
正式发行面世。百元人民币钞票此
前已发行4个版本，目前流通中的主
力是 2005 年版。新版百元钞票的主
色调、主图案、尺寸规格与上一版
保持不变，防伪性明显提升。

与时俱进更“高档”

新版百元人民币的发行有其现
实原因。央行相关负责人指出，一方
面，自动售货设备和现金自动处理设
备蓬勃发展，对人民币的机读性能提
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一些不法
分子也不断利用新技术来伪造人民
币，给公众识别带来了困难。

为此，新版百元人民币在保持规
格、主图案、主色调等与上一版百元
人民币不变的前提下，对票面图案、
防伪特征及其布局进行了调整，提高
机读性能，采用了先进的公众防伪技
术，使公众更易于识别真伪。

专家表示，通过提高钞票的防
伪技术和印制质量，新版百元人民
币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人民币持有
人的利益，同时保持人民币防伪技
术的领先地位。

多措并举保“安全”

作为人民币的一项重要指标，
防伪性高低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
点。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技术总监
邵国伟指出，这次最重要的是提高
公众防伪性。增加了国际先进的光
彩光变数字‘100’和光变镂空开窗
安全线，垂直看是金色和品红色
的，转变角度平视后都变成绿色，
公众5秒钟内就能辨别真伪。

不仅如此，新版百元人民币还
增加了磁性全埋安全线等防伪特
征，提升了人像水印等防伪性能，
改变了原有的冠字号码字形并增加
了竖号码。总体上而言，新版百元
人民币集成应用的防伪技术更为先
进，布局更为合理，防伪技术水平
较2005年版100元纸币有明显提升。

“吐故纳新”渐替换

新版百元人民币即将发行，旧版百元人民币怎么办？
央行货币金银局计划调拨处处长商治宇指出，原来的100元
纸币仍然可以继续流通，人民银行将根据不宜流通人民币
的挑剔标准及时回收市场上残损人民币来不断提高人民币
的整洁度，同时也逐步地替换旧版的100元纸币，这是一个
渐进的、也是吐故纳新的过程。

旧版可用，新版又该如何获得？专家表示，首先生产
合格的人民币要解缴到人民银行指定的发行库，然后再经
人民银行进入到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后群众才能通过银行
取款获得新版百元人民币。

而对于外界谣传的500元大面额人民币的发行，央行相
关负责人已明确表态，除了100元，目前人民银行还没有其它
的币种替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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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官之年攻坚战 四大行业入“试点”

营改增将啃“最硬骨头”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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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降温” 肉蛋供应充足

物价近期仍将低位运行
本报记者 罗 兰

11 月 9 日 ， 江 西
新余市生活垃圾发电
厂正式并网发电。该
发电厂以 BOT 方式建
设 ， 总 投 资 达 2.4 亿
元，设计焚烧处理生
活垃圾 600 吨/日，能
够满足新余市未来 10
至 15 年生活垃圾处理
需求，估计年发电量
达6800万千瓦时。

图为垃圾发电厂
员工在集控中心进行
调度管理。

魏本貌 周 亮
摄影报道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财税体制改革是未来5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其中“十二
五”期间推出的“营改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临近年
尾，“营改增”剩余四大行业的改革传出新信息。财政部副部长史
耀斌日前表示，积极稳妥推进增值税改革，研究拟定建筑业、房
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专家指
出，“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减轻了企业负担。随着啃下四大
行业这块改革的“硬骨头”，“营改增”将完成收官之作，并为下
一步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打下良好基础。

自今年 9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涨幅重回2%以内后，10月份则继续延续
了这种回落态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10月 CPI同比上涨1.3%，涨幅比9月
回落0.3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专家分析，受
天气、供需等因素影响，食品价格回落推动了整
个物价水平走低。未来两个月CPI涨幅仍将保持
低位，完成全年3%左右的调控目标无虞。

垃圾焚烧垃圾焚烧 并网发电并网发电

央行首次允许汇市开展
人民币对瑞士法郎直接交易

新华社北京11月 9日电 （记者姜琳、王文迪）
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9日宣布在
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瑞士法郎直接交易。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遵循市场原则的基础
上开展人民币对瑞士法郎直接交易，有利于形成人
民币对瑞士法郎直接汇率，降低经济主体汇兑成
本，促进人民币与瑞士法郎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
使用，有利于加强两国金融合作，支持中瑞之间不
断发展的经济金融关系。央行对此予以积极支持。

瑞士法郎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法定货币，由
瑞士中央银行发行，是一种硬通货。瑞士的大部分
邻国均使用欧元。2015 年 1 月 15 日起瑞士法郎与欧
元脱钩。

超半数中国企业
海外经营业绩实现盈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赵晓辉、丁晨） 10
日发布的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5》
称，中国企业反映其海外经营业绩基本良好，超过
半数的企业实现盈利，两成多企业经营业绩暂时处
于亏损状态。

这份在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发布的
报告由商务部研究院、国资委研究中心、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

调查显示，在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业绩方面，有
13％的企业盈利可观，39％的企业基本盈利，24％
的企业基本持平，其余 24％的企业目前暂时处于亏
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