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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4 日讯 记者崔文

苑报道：经国务院批准，日前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联合下发 《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和 《关于 QFII 和
RQFII 取得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
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对沪港通试点涉及的所得

税、营业税和证券 （股票） 交易印花税
等税收政策，以及 QFII、RQFII 所得税
政策问题予以明确。

《通知》 确定，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16 日止，对内地
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
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3 年
内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对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
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
的转让差价所得，暂免征收所得税；对
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单位和个人） 通
过沪港通买卖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差
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香港市场投
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继承、赠与上交
所上市 A 股，按内地现行税制规定缴纳

证券 （股票） 交易印花税；内地投资者
通过沪港通买卖、继承、赠与联交所上
市股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税法
规定缴纳印花税。同时，对其他有关税
收政策问题根据现行税制规定也予以
明确。

此外，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对
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取得来源
于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
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3 部门
负责人表示，这些税收政策对支持沪港
通试点顺利开展，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将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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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1 月 14
日宣布，截至北京时间 11 月 13 日晚 10
点 55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自投产
以来，已累计输送来自中亚地区的天然
气突破 1000 亿立方米，输送原油 7000
万吨。

“新丝路”上能源贸易伙伴

1997 年，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
坦的阿克纠宾项目，这一举措被广泛
认 为 是 中 国 油 企 “ 走 出 去 ” 的 第 一
步。17 年过去了，现在中国已成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2013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国
家共生产原油约 11 亿吨，超过世界总
产 量 的 四 分 之 一 ； 合 计 生 产 天 然 气
10744 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三分之一。油气产量的提高和占世界
比重的增加，表明新丝路沿线能源产
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与此同时，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
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相呼应。丝绸之
路经济带相关国家近 10 年来发展迅
速，除 2009 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外 ， 各 国 均 保 持 了 较 高 的 经 济 增 长
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10 多年来，中国企业广泛参与丝
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国
石油集团新闻发言人曲广学说，今年
是中国石油进入中亚能源市场的第十
七个年头。目前，中国石油已经在中
亚 地 区 形 成 了 集 勘 探 开 发 、 管 道 运
输、炼油化工和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完
整的石油产业链，在我国西北方向构
筑 了 一 条 新 的 能 源 战 略 通 道 。 下 一
步，中国石油在中亚、非洲、中东、
美洲、亚太 5 大海外油气合作区建设
中将突出中亚地区。

数据显示，2013 年，丝绸之路经
济带主要能源生产国对华原油出口达
到 5867 万吨，超过中国进口总量的四
分之一；对华天然气出口达到 274 万
亿立方米，超过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
的一半。对中国的油气出口量占相关
出口国的比重也在增加。此外，通往
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中哈天
然气管道二期和中俄天然气管道已开
工建设，未来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同这

些国家的天然气贸易。

成就中亚管道大业

2014 年 9 月 13 日 ， 习 近平主席和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共同出席中国—
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塔吉克斯坦境内段
开工仪式。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
的开工及运营，连同 A/B/C 这 3 条天然气
管线及中哈原油管线，使中国与中亚 5 国
更加紧密相连，环里海的油气资源通过累
计 10738 公里的境外油气管道，与中国巨
大的油气消费市场相衔接。

由此，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更进一
步，“一油四气”贯穿中亚的油气管道合
作，成为中国与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有效载体。

输油气管道网络的逐步完善，对我
国和中亚的能源合作和区域发展都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中西部地区通过扩大向西开
放，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乃
至欧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
金融合作，从而形成中国全方位的对外
开放格局，是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
的重要一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俄罗斯所所长冯玉军表示。

同时，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正在
大力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对清洁
能源的需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合
作建立起多元的能源供应体系。“丝路沿
线地带本身就是我国能源的主要陆路大
通道和供给地之一，加强沿线各国能源
合作，有助于减轻海上进口压力。”中国
石油大学 （北京） 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
心主任、国际政治学教授庞昌伟说。

未来合作面临更多机遇

专家表示，未来深化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能源合作，也面临更多的机遇。

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能源生
产国近年来的国际合作逐渐得到加强，
水平也逐步提高。涉及能源产业的国内
法律法规逐渐完善，逐渐与国际标准接
轨，有利于进一步开展合作。

其次，中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能源生产国通过多年双边、多边合作，
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中国已与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开展了近 20
年能源合作，合作范围涉及石油、天
然气、电力等主要能源品种，包括油
气上中下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
源开采和利用技术开发等全产业链。

再次，能源基础设施初步完善，
为进一步扩大能源合作提供了保障。
连接中国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油气
管道近些年来相继建成，大幅提高了
中 国 与 相 关 国 家 的 能 源 贸 易 量 。 其
中，原油管道的总输送能力达到每年

3500 万吨。由于已与俄罗斯达成扩建协
议，预计从 2018 年起，中哈和中俄原油
管道的总输送能力将提高至每年 5000 万
吨。天然气管线在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
建成后，总输送能力将达到每年 850 亿
立方米。

“到 2015 年底，中国石油将在中亚地
区建成 5000 万吨油气产能；到 2020 年
底，中亚地区将有能力每年向中国输送
9000 万吨油气当量的资源。”中国石油中
亚天然气管道公司总经理曹亚明说。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1000亿立方米，输送原油7000万吨——

能源“新丝路” 发展新契机
本报记者 齐 慧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加强互联互

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指出，

我们要塑造更加开放的亚洲经济格局，推

动域内外国家各尽其能、优势互补、利益

共享。

中国—中亚能源通道建设，体现的正

是这种开放共赢的精神。

中国是能源通道建设的受益者。今

年 8 月，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C 线投产

运行，2015 年全面建成后，输气能力将达

到 250亿立方米/年。

对于沿线各国，通过能源通道建设，

也共享了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以 C 线

建设为例，中国—中亚能源通道的建设，

为中亚各国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仅 C 线的

建成就可为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两

国政府上缴过亿美元税收。

带来收入的同时，能源通道建设对沿

线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带动

作用。C 线建设期投资规模大，在乌兹别

克斯坦的投资总额几乎相当于该国目前

每年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古丝路上的驼铃声已渐渐消散，但多

方共赢的理念将会伴随着油气管道的建

设继续延伸，推动互联互通、互信互敬的

新丝路蓬勃发展。

打 通 共 赢 的 能 源 动 脉
小 白

财政部 11 月 14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前 10 个月全国财政
收入累计 119642 亿元，比去年
同 期 增 加 9117 亿 元 ，增 长
8.2%。其中，10 月份全国财政
收入13280亿元，比去年同月增
加1144亿元，增长9.4%，增速较
9月份的6.3%明显回升。“不少人
此前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过度悲
观，实际上，财政收入恢复性增
长将是趋势性的。”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和财税改
革都是重要支撑因素。

增速从“个位数”升至“两位数”

在 10 月财政收入增长中，
中央财政拉动作用突出。10
月，中央财政收入 6663 亿元，
同比增长 11.3%。单看这一增
速，似乎说明不了问题。今年
3 月份中央财政收入 3774 亿
元，仅为 10 月收入的一多半，
增速为负 1.4%。随后转负为
正，5 月份开始从 4.5%艰难攀
升至 9 月份 5.9%，这期间 7 月
份还回落至 5%以下。由此来
看，10 月份中央财政收入两位
数的增速“来之不易”。同时，1
至 10 月累计，中央财政收入
56262亿元，同比增长 6.6%，也
比前 9 月累计增幅提高 0.6 个
百分点，比 7%的预算预计增幅
低0.4个百分点，距离预算目标
的差距在缩小。

“主要是部分金融机构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及企
业所得税增加，带动中央财政收入增幅回升。”对此，财政
部有关负责人分析表示。

“消费税全部归属中央，其增长率提升，对中央财政
收入增长的贡献度高。”白景明说。10 月份国内消费税
867亿元，同比增长 17%。

三因素支持税收显著提升

10 月的税收收入 11806 亿元，同比增长 8.4%，较
9 月 2.3%的增速大幅攀升。不仅如此，白景明更是看好
税收形势，“从中期来看，税收的增速将会恢复到 10%
的水平。”

税收增长的“正能量”从何而来？
首先，结构调整促进第三产业税收增长。白景明举例

说。在增长较快的税收中，比如国内消费税 867 亿元中，
卷烟占比超过50%，汽车、成品油等收入也较为稳定，意味
着这些行业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提升。同时，金融
业企业所得税 10 月增长 57.8%，也值得关注。“金融行业
运行平稳，反映了我国投资和消费正常的扩张。”白景明
说，这说明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消费和生产比较平
稳。其次，税收改革“练就筋骨”的作用开始显现。10 月
国内增值税2717亿元，同比增长10.9%，扣除营改增转移
收入后增长 5%。“关键点就在于，营改增转移收入占比扩
大，说明这项改革的贡献度越来越大。”白景明说。再次，
预算管理和税收征管水平在提升。

不必忧虑“过头税”和“突击花钱”

到了四季度，10 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和税收都出现大
增，会不会是为了完成预算目标而有“过头税”的嫌疑？
对此，白景明表示，收入增长自有其正常的促进因素，而
且，预算管理精准度在提升，不会出现“过头税”。

“月度之间存在不均衡现象是正常的。10 月这种现
象较突出，比如非税收入中，中央非税收入 429 亿元，同
比增加 231 亿元，主要是部分金融机构上缴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增加。这说明预算加强了，固有资本金预算逐步
扩展到金融机构了。”白景明说，由于来自于金融企业的
这类非税收入是根据税收利润计提的，年初看不出一年
利润到底多少，一般到了三季度以后才会核算上缴。

专家表示，随着预算管理加强，预算季度加快，“突击
花钱”今年将不再是明显问题。“不只是整体预算支出加
快，民生等重点领域的支出进度加快更为明显，不少项目
支出将在 11月‘提前’完成。”白景明说。

图为位于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气田天然气处理厂。 （资料图片）

前十月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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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趋势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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