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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自今年5月
1日起，将进一步简化增值税发票领用、专
用发票审批、丢失专用发票处理和红字专
用发票办理等手续，并对诚信纳税人发票
领用和用量变更给予更多便利。

“随着营改增试点的不断推进，增值税
纳税人的数量持续增加，这些便民措施的
相继出台对于进一步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
本、提高征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
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
斌说。

目前纳税人领用发票，包括增值税、
货物运输业增值税等专用发票之前，需凭

发票开具清单，及已开具发票的最后一份
记账联或存根联办理发票验旧供新手续，
用时长，容易造成办税服务厅排长队。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劳务税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公告取消了增值税发票手工
验旧，税务机关通过一般纳税人发票税控
系统报税数据，采取信息化手段来实现增
值税发票验旧工作，既简化了办税手续，
又大大提高了办税效率。

公告规定，今后一般纳税人申请专用
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主管
税务机关事前不再实地查验，各省税务机
关还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扩大不需事前实地
查验的范围。

统计显示，2013 年 12 月全国一般纳税
人中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企业为
270 多 万 户 ， 占 全 部 使 用 户 数 的 70% 以

上，绝大多数企业可从此项措施中受益。
目前，纳税人一次只能领取不超过 1

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此次发布的公告
规定对增值税发票实行分类分级规范化管
理，A 类纳税信用等级的纳税人及地市国
税局确定的其他类型纳税人，可一次领取
不超过 3 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上述纳
税人需要调整增值税发票用量的，手续齐
全即可按需要即时办理。

“增值税发票领用手续的简化，依托的
是税收征管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张斌表
示，未来，随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
以税收征管流程优化为载体、以提高纳税
人遵从度和税收征管效率为目标的征管改
革的持续推进，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便民办
税措施不断出台，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现代
税收征管体系的建设。

本版编辑 于 泳 徐 胥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讯 记者沈慧从
今天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专利法 30 周年座
谈会获悉：自 1985 年 4 月我国受理第一
件专利申请以来，截至 2013 年底，我国
受理和授权的专利分别达到 1309.4 万件
和 742.6 万件，其中国内专利申请和授
权分别占总量的 89.0%和 89.7%。

座谈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
长雨表示，30 年来，我国专利制度不断

完善，专利创造能力显著提升，极大地
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我国专利运
用能力持续增强，有力促进了经济发
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利保护模式基本
建立，营造了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

据介绍，2013 年我国受理专利申请
237.7 万件，授权专利 131.3 万件。从
2011 年起，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跃
居世界第一位。截至 2013 年底，我国

（不含港澳台）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 4.02 件，提前两年完成“十二五”
规划的 3.3件的目标。

申长雨表示，要进一步发挥专利制
度优势，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行业、
区域做好专利布局，使专利成为国民经
济发展的“攀枝花”和“顶梁柱”，并能
直接贡献 GDP。他还指出，我国专利将
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通过高水平创

造、高质量申请、高标准审查、高规格
授予,提升我国专利创造的整体水平。同
时，坚持运用与保护并重，为专利运用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

据了解，《专利法》 自 1984 年 3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历经 3 次修
订。目前，《专利法》 的新一轮修订正在
进行中。

74城市中去年仅3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环境保护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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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推出措施简化增值税发票领用手续——

诚信纳税人领用发票将享更多便利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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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城市纳入电子商务示范试点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8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广
东东莞等 30 个城市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并要
求各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此次纳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试点的城市包括广东东
莞市、浙江义乌市、福建泉州市等。《通知》 要求，各
示范城市要把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作为增强城市
竞争优势的新途径，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产业结构和带动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利用电子
商务突破城市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的限制，促进区域电
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提高城市的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商务部
外资司负责人日前表示，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完善直
销法规和监管措施，严格直销市场准入管理，同时加强
对直销企业的引导规范，促进行业自律，从制度约束、
内部管理、外部监督、依法惩戒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针对如新公司涉嫌违规经营问题，工商部门日前已
依照 《直销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对如新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作出相应处罚。工商部门经过全面核查，认定如新
公司存在超产品范围从事直销、夸大产品功效宣传等违
法违规行为。

本报武汉 3 月 25 日电 记者杜芳报道：全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今天在湖北武汉市召开。农业
部副部长陈晓华在会上表示，农业部门要坚持严格执法
监管和推进标准化生产两手抓、“产出来”和“管出
来”两手硬，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记者还从会上获悉，2013 年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保持总体平稳、逐步趋好的发展态势。全年没有发生重
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蔬菜、畜禽产品和水产品例行
监测合格率分别为 96.6%、99.7%和 94.4%，同比分别
提高 0.6个、0.1个和 3.9个百分点。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工业和信
息化部今天发布的 《2014 年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 提出，2014 年将组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
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促进区域大气环境质
量改善。预计全年削减二氧化硫 5 万吨、氮氧化物 4 万
吨、工业烟 （粉） 尘 3万吨、挥发性有机物 1万吨。

《方案》 还提出，要开展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
点，在全国选择 5 个左右重化工业特征显著、地方政府
积极性高、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地级市，探索工业绿色转
型发展模式和途径。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讯 记者董碧

娟从今天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七届二次全委会上获悉：2013年，自
然科学基金共受理来自全国 2223 个依
托单位提交的 161888 份各类申请，择
优资助了 1489 个依托单位的各类项目
38920 项，顺利完成 235.2 亿元的资助
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
卫 介 绍 说 ， 去 年 ，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16194 项，金额 120 亿元，平均资助强
度 达 74.10 万 元 ， 平 均 资 助 率 为
22.46%，比上年提高 3 个百分点。同
时，结合优先发展领域部署，资助重
点项目 564 项，金额 16.63 亿元，平均
强 度 达 到 294.86 万 元 ， 比 上 年 提 高
3.59 万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工业绿色发展行动方案自然科学基金去年投 235.2 亿元

3 月 25 日，北京通州区金福鱼汇工厂化养殖基地的

工人正在喂鱼，该基地为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高

产高效生产基地。为丰富市民“菜篮子”，北京市农业

局大力发展渔业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建设高产高效生产

基地。 苏秋芳摄

专利法颁布30年授权专利742.6万件
每万人口专利拥有量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改
革的关键要素，与普通发票不
同，它不仅具有商事凭证的作
用，还由于购货方能够凭发票
注明税款抵扣税款，增值税专
用发票管理比现金管理更重
要。增值税专用发票将一种货
物或劳务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
费之间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
把上个经营环节已缴税款在下
个经营环节减掉，体现了普遍征
收和公平税负的特征。

环境保护部 3月 25日发

布了《2013 年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及直辖

市和省会城市空气质量报

告》。报告显示，仅拉萨、海

口、舟山3个城市各项污染指

标年均浓度均达到二级标准，

其余71个城市均存在不同程

度超标现象。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是空气污染相
对较重的区域。其中，京津冀污染最重，
PM2.5 超标倍数在 0.14 至 3.6 倍之间（我

国 的 二 级 标 准 年 均 值 是 35 微 克/立 方
米），部分城市空气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占全年天数 40%左右。“从监测结果来
看，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与达标目标尚

有较大差距。”该负责人称。
他同时表示，监测显示，目前我国大

气复合型污染特征突出，传统的煤烟型
污染、汽车尾气污染与二次污染物相互
叠加。此外，空气污染呈现明显的季节
性特征，一季度和四季度是空气重污染
高发季节，尤以冬季发生频率最高，2013
年 1 月和 12 月，重污染天数占全年重污
染总天数的 53.4%。

【状况】——

三大区域空气污染较重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认为，造成当前我
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污染严重的根本原
因是，污染物排放强度高排放量大，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步伐缓慢，发展模式依然粗
放，大气污染物长期超环境容量排放。

“74 个城市具有人口密集、产业密

集 、消 费 密 集 和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大 等 特
点。”这位负责人分析说，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占全国面积的 8%，消
费了全国 43%的煤炭，生产了 55%的钢
铁、40%的水泥、52%的汽柴油，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工业粉尘排放量占全国的

30%，单位面积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利的气象条件是诱发重污染发生
的外部环境条件。去年，华北平原和山东
半岛的大部分区域年均风速同比普遍减
少 0.1 至 0.3m/s。静风、逆温现象增多，
空气流动性差，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此外，城市化加快也带来空气污染
压力。如城市汽车保有量逐年提升，加
大了尾气排放量，市政建设和道路、施工
扬尘等污染源也加剧了空气污染。

【原因】——

污染物排放强度高排放量大

客观分析空气中污染物的来源，将
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环保
部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将启动全国各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源解析

研究工作。其中，北京、天津和石家庄要
在上半年前提交初步成果，其他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于 2014 年底前
提交源解析阶段性研究成果。

据了解，在确保已实施空气质量新
标准的城市监测点位稳定运行、数据可
靠基础上，环保部还将着力推动第三阶
段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能力建设，力争
早日完成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新标准监测
能力全覆盖。实施第三阶段空气质量新
标准监测的城市，要积极开展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设备试运行，力争早日发布包
括 PM2.5在内的 6项指标监测数据。

【计划】——

加强空气质量新标准检测

针对监测数据与人们感受不一致问
题，该负责人回应称，目前对外实时发布
的 AQI（空气质量指数），是根据最近 24

小时污染物浓度的滑动平均值计算出来
的，实际上反映的是最近 24 小时污染物
浓度的平均水平，而不是当前小时污染

物的污染情况。因此，当空气质量在几
小时内突然好转或恶化时，会出现 AQI
指数与公众感受不一致的情况。

环保部已对发布内容加以改进，用
污染物主要是颗粒物当前小时浓度值计
算城市及点位空气污染指数，实时反映
颗粒物的污染情况，让发布的颗粒物污
染状况与公众的感受相一致。

【回应】——

空气质量指数不代表当前污染情况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讯 记者冯其予从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脉搏传感器标准提案近日顺利通
过 ISO/TC249 公开投票，正式成为 ISO 国际标准项目，
标准号 ISO19614。

该提案成功立项，是我国医疗器械标准化组织牵头
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开端，也是中国医疗器械标准国际
化的重要里程碑，将有利于积极组织和整合相关中医学
领域资源，充分发挥我国在中医诊疗设备上的传统优势，
逐步将电子治疗仪等已有国内标准提升为国际标准，为
全球中医诊疗设备的生产、贸易、监管等服务。该立项获
得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泰国、南非等绝大部分成员国
与会专家的支持，提案直接进入 ISO公开投票程序。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脉搏传感器标准成国际标准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讯 记者冯其

予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年 2 月，我国
民航运输总体仍保持快速增长，全行业
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54.9 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 12.8%；旅客运输量 3108.6万
人，同比增长 11.5%；货邮运输量 33.4
万吨，同比增长 14%。

数据显示，2 月全行业运输总周转
量增速较快，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 3.3
个百分点。受春运、消费结构升级及出
境游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1 至 2 月旅
客运输量同比增速较去年提升 7.6 个百
分点。此外，2 月出境游增长较快，带
动了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的增长，当月
完成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 232.1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3%。

2 月 份 民 航 运 输 快 速 增 长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讯 记者齐慧

报道：2 月份，在春运客流的大力拉动
下 ，全 国 铁 路 旅 客 发 送 量 同 比 增 长
10.5%，实现大幅增长。货运方面，运输
系统各单位深入推进货运组织改革，努
力促进货运上量，实现了新的一年良好
开局、平稳起步。

在春运客流的大力拉动下，2 月份，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975 万人，同比增
加 1520 万人，增长 10.5%；旅客周转量
完成 801.76 亿人公里，同比增加 27.44
亿人公里，增长 3.5%。今年前 2 个月，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累计完成 35025万
人，同比增加 1812万人，增长 5.5%。

2 月铁路旅客发送量同比增一成

增值税专用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