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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东航客机坠毁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搜

救，妥善处置善后，加强民

航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航空

运行绝对安全。李克强作出

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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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第四届中古两党理

论研讨会致贺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

效化的意见》。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的意见》。

中办国办军办印发《关于加

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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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将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基本原则是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

合，减税与退税并举。”根据今年政府报告中公

布的2022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预计全年

退税减税约 2.5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 1.5万亿

元，且退税资金全部直达企业。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主要特点有哪

些？1.5万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怎么退？近日，在

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详解。

新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2022年实施新的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其主要有以下4个特点。

一是退税减税总量历史最高。今年退税减

税总量约 2.5万亿元，其中主要的措施是留抵退

税，规模约1.5万亿元，直接为市场主体提供现金

流，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二是强化精准性。一方面，保持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继续精准聚焦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增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活力。另一

方面，采取针对性政策举措，精准帮扶特殊困难

行业企业。

三是突出组合式。今年政策既有阶段性措

施，也有制度性安排；既有普惠性政策，也有特定

领域帮扶举措；既有中央统一出台政策，也有地

方依法自主施策；既有退税，也有减税、免税、缓

税等多种支持方式。如此多种政策工具协同组

合形成更大合力，提升政策效能。比如，对企业

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与提高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比例政策双向发力，促进制造业企业设备更

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四是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一方面，靠前公布

实施，年初以来已经迅速出台了20多项税费支持

政策，尽早让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提振信

心。另一方面，靠前退还留抵税额，加快留抵退

税进度，该退的税款能快退的尽量快退，及时帮

扶企业度难关、复元气。

1.5万亿元，退给谁？

“2022 年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是实施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的最重要内容。”许宏才说，留抵

退税主要内容包括3方面。

一是优先支持小微企业，加大小微企业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并放宽增量留抵

退税条件，将增量留抵税额退还比例由 60%提高

到 100%。同时，在退税进度上优先安排小微企

业，对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在 6月底前一次性

全部退还。

二是重点支持制造业等行业，全面解决制造

业等行业留抵税额问题。加大制造业等行业增

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将范围扩大到全部制造

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

行业，并在今年年底前一次性退还这些行业的存

量留抵税额。

三是中央提供财力保障，确保退税及时退

付、“三保”足额保障。财政部在按现行税制负担

50%退税资金的基础上，再通过安排1.2万亿元转

移支付资金支持基层落实退税减税降费和保就

业保基本民生等。

为何将小微企业和制造业作为重点支持领

域？许宏才特别提到，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

军、就业的主渠道，也是当下最困难的群体。制

造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和基础，需要重点支持和

扶持。小微企业和制造业也是近年来实施减税

降费重点支持的领域。今年继续将小微企业和

制造业作为重点支持领域，就是直接给这些企业

增加现金流，帮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增强他们发展的底气、勇气和信心。

本报讯 近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发

布 2021 年通用机械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及 2022
年行业发展预期。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新闻

发言人、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放强调，2021年，在

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下，中国通用机械

行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积极稳

妥促发展，行业经济运行保持稳定增长。

主要指标实现预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1 年我国通用机械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9834
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利润总额694亿元，

同比增长11.9%；完成出口交货值1343亿元，同

比增长 19.2%。通用机械主要产品均实现了正

增长，工业增加值达到两位数增长，行业利润率

7.05%，较2020年下降0.35个百分点。

据中通协对 150 家重点联系企业统计数

据，去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197 亿元，同比增长

16.2%；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1181亿元，同比增长

19.6%，其中出口交货值93亿元，同比增长25%；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53亿元，同比增长27.2%；

实现利润总额 107亿元，同比增长 19%；累计订

货量 1834亿元，同比增长 24.1%；应收账款 409
亿元，同比增长23.9%。

150家重点联系企业完成主要产品产量，风

机 1048万台，同比增长 17.2%；泵 2252万台，同

比增长 26.1%；压缩机 107万台，同比增长 19%；

阀门41万吨，同比增长7.1%；空分设备82套，同

比下降3.6%；减速机147万台，同比增长22.7%。

产品进出口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数据，

我国通用机械主要产品累计进出口总额 352亿

美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137亿美元，同

比 增 长 13.7% ；出 口 215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4.3%。贸易顺差 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2%，

创近年新高。

“主要产品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我国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始终处于较好水平，使制

造业生产经营保持稳定运行，国内市场需求较

快恢复增长，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孙放表示。

孙放解释说，我国通用机械产品应用领域

广泛，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已经形成了相对稳

定的市场份额。从 2020年初至今，世界范围新

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造成部分国家生产制造

业不能正常运行，促进了我国产品出口的快速

增长。同时，国际范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对防疫抗疫产品的需求，拉动了通用机械相关

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

科技创新带动市场拓展。2021年，国内天

然气液化与集输、水利工程、环保、石油化工、新

能源等领域的市场需求较好，但水泥等建材行

业需求大幅下降。

孙放说，通用机械行业企业围绕市场需求，

以科研攻关、产品创新带动了市场拓展。超大

型风洞用主压缩机、天然气管线用 18MW集成

式电驱压缩机组、新型储能压缩机组、CAP1400
电机屏蔽主泵等一批高端新产品研制取得突

破。围绕氢能产业，90MPa加氢站用液驱活塞

压缩机实验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喷油螺杆氢

气输送压缩机、燃料电池空气压缩机、燃料电池

氢气循环泵及高压加氢压缩机等产品顺利通过

鉴定。此外，离心压缩机防喘振阀、液化天然气

用超低温各类阀门、“华龙一号”核电离心式冷

水机组、大抽速智能高效气冷式罗茨真空泵等

产品成功研制，都打破了国外垄断，彰显出行业

企业厚积薄发的市场竞争实力。

首台 （套）产品推广应用取得新成果。行

业制造企业持续保持大型炼化一体化工程领

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在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

目中 150 万吨乙烯裂解三机等一批重大装备

实现了首台套国产化项目的重大突破。在煤

化工领域，实现了世界最大规模 90 万吨/年
PDH 装置离心压缩机组的国产化突破；在海

工装备领域，高性能齿轮传动系统、高压深海

球阀、离心压缩机及高速透平能量回收装置

等装备都得到了首次应用，解决了“卡脖子”

技术难题，不断实现国产替代进口，助力国民经

济高质量发展。 赵晓川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73.8%

本报讯 近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 1-2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437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37.9%。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757
亿元，同比增长 2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 73.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69.2%、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74.9%。从来源地

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 27.8%和 25.5%。从区域分布看，我国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

增长 36.6%、74.9%和 13%。

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全球跨国投资波动较大，

但我国利用外资始终保持稳定增长。2021 年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1493.6 亿元，同比增长

14.9%，实现两位数增长，规模再创新高。在高

基数基础上，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实

现开门稳，保持了稳中向好态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吸收外资增

速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再创新高，主要有 3 方

面原因。

一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生产

需求增长较快，消费稳步恢复，进一步增强了

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中国美国商会、中国德国

商会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83%的美资企

业和 96%的德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66%
的美资企业和 71%的德资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

资。今年前两个月，美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 36.4%和 109.1%。其他主要外资来源

地中，新加坡、韩国在华投资分别增长 24.1%和

2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分别增长

27.8%和 25.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二是稳外资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去年，有

关部门针对外资企业突出关切，在保障内外资

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支持外资研发中心享受科

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外籍个人所得税减

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政策措施，特别是

修订发布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开

汽车制造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有效稳定了外

资企业发展预期，有力带动了引资规模增长。

三是中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外商投资

法》颁布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外商投资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累计制定和修订

法规文件 200 多件、废止 300 多件，持续完善外

资促进、保护和管理的各项法律制度，落实外

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

力度。同时，商务部还加大了对外资企业的服

务力度，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进一步完善工

作机制，协调各方加强服务保障，帮助企业排

忧解难，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今年前两个

月，全国外资企业总体经营稳定，1亿美元以上外

资大项目实际到资同比增长74.3%。

高峰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欢迎各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中方有关部

门也将继续努力，为各国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

务，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方山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实施大规

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

策安排，为稳定宏观经济

大盘提供强力支撑；部署

综合施策稳定市场预期，

保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2021年通用机械行业经济运行保持稳定增长

3月 23日下午，“天宫课堂”第二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相互配合进行授课，在轨演示了太空“冰雪”

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等一系列炫酷又好玩的实验，再次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在中

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堂，在西藏拉萨、新疆乌鲁木齐设2个地面分课堂。图为在位于拉萨市的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学生们举手向航天员提问。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我国首个氢能产业

中长期规划出台

打破无形“玻璃天花板”

赋能女性创新创业

6G已在路上

2030年有望商用

提高居住品质

全屋智能时代即将到来

智能网联汽车

驶入发展快车道

锚定“双碳”目标

环保企业加速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