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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企業將領取「三證合一」營業執照　

無需再進行稅務登記

據人民網9月18日報導，大陸稅務總局印發《關於落實「三證合

一」登記制度改革的通知》，明確自今年10月1日起，新設立企業、農

民專業合作社領取載入法人和其他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的「三證合

一」營業執照後，無需再次進行稅務登記，企業辦理涉稅事宜時，在稅

務機關完成補充資訊採集後，可憑載入統一代碼的營業執照代替稅務登

記證使用。

《通知》對市場主體設立、變更、登出等環節工作流程進行了細化

和規範。實行「三證合一、一照一碼」登記模式後的企業到工商登記窗

口統一受理申請後，其申請材料和登記資訊在部門間共用，各部門資料

互換、檔案互認。對於工商登記已採集資訊，稅務機關不再重複採集；

其他必要涉稅基礎資訊，可在企業辦理有關涉稅事宜時，及時採集，陸

續補齊。發生變化的，由企業直接向稅務機關申報變更，稅務機關及時

更新稅務系統中的企業資訊。

企業辦理註銷登記，可向國稅、地稅任何一方稅務主管機關提出清

稅申報，國稅、地稅稅務主管機關按照各自職責分類處理納稅人清稅申

報，對風險等級低的當場辦結清稅手續；對於存在疑點情況的，企業也

可以提供稅務仲介服務機構出具的鑒證報告。如在核查、檢查過程中發

現涉嫌偷、逃、騙、抗稅或虛開發票的，或者需要進行納稅調整等情形

的，辦理時限自然中止。在清稅後，經舉報等線索發現少報、少繳稅款

的，稅務機關將相關資訊傳至登記機關，納入「黑名單」管理。

過渡期間，未換發「三證合一、一照一碼」營業執照的企業，原稅

務登記證件繼續有效，如企業申請註銷，稅務機關按照原規定辦理。

發改委：大陸已設立14個國家級新區
據新華網9月10日報導，大陸發展改革委員會9日發布的《國家級

新區發展報告2015》顯示，目前已經設立了14個國家級新區。

截至2014年底，大陸已設立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

浙江舟山群島、甘肅蘭州、廣州南沙、陜西西鹹、貴州貴安、青島

西海岸、大連金普和四川天府11個新區，涉及陸域總面積16,379平

方公里、人口1,846萬人、地區生產總值2.73萬億元，分別佔大陸的

0.17%、1.35%和4.29%。截至今年8月，大陸國務院又相繼批復設立

了湖南湘江新區、南京江北新區和福州新區。

外匯局：試點跨國公司外債比例自律管理

據中國經濟新聞網 9月8日報導，為進一步促進投資便利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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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外匯局再次修訂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

營管理的相關規定，試點外債比例自律管理，並進一

步優化國際主帳戶功能。

新規首要的變化是試點外債比例自律管理。具體

而言，跨國公司成員企業借用外債實行比例自律，主

辦企業可全部或部分集中成員企業外債額度；外債結

匯資金可依法用於償還人民幣貸款、股權投資等；企業

辦理外債登記後可根據商業原則自主選擇償債幣種。

其次，新規優化國際主帳戶功能，提出「境內銀

行通過國際外匯資金主帳戶吸收的存款，可在不超過

前六個月日均存款餘額的50%（含）額度內境內運

用」。而此前規定，這一比例僅為10%。

此外，新的規定還進一步簡化帳戶開戶要求、外

匯收支手續，完善涉外收付款申報手續，加強事中事

後管理等。比如，提出「允許跨國公司資金集中運營

A類成員企業經常專案外匯收入無需進入出口收入待

核查帳戶；符合條件的跨國公司主辦企業可異地開立

國內、國際外匯資金主帳戶」；「銀行和企業可簽訂

一攬子涉外收付款掃款協定」等。

大陸外匯儲備連降四個月　降幅創歷史新高

據中國經濟新聞網9月8日報導，自2014年6月

末以來，大陸外匯儲備已淨減4,358.32億美元。大

陸人民銀行7日公布的資料顯示，8月份外匯儲備

繼續下降至35,573.81億美元，較上月減少939億

美元；8月末黃金儲備為617.95億美元，環比上升

4.32%。

資料顯示，8月大陸外匯儲備為35,573.81億美

元，7月為36,513.10億美元，環比減少939.29億美

元。這是大陸外匯儲備連續第四個月下降，且8月份

降幅創下歷史新高。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大陸外匯儲備持續

連年大幅增長。2008∼2013年間，年均新增外匯

儲備3,276億美元。2014年6月末，外匯儲備達到

39,932.13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此後，外匯儲備由

升轉降。自那時以來，外匯儲備已淨減4,358.32億美

元。截至2014年末，大陸對外金融資產中，非儲備

資產占比39%，較上年末上升了4個百分點，2015年

一季度末該比例進一步升至41%。

10月1日起，大

陸統一實施企業

註冊「三證合

一」制，過去由

工商、質檢、稅

務3部門核發的

證照，未來只要

靠統一代碼的營

業執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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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16家上市銀行不良餘額8千多億
據21世紀經濟報導9月2日指出，A股上市的16

家銀行2015年中期業績出爐，不良貸款餘額及不良

率雙雙攀升。截至今年6月末，16家上市銀行的不良

貸款餘額為8,841億人民幣，比2014年末增加1,810

億元，平均不良率為1.31%。監管部門數據顯示，

2015年2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10,919億人

民幣，而上市銀行8,841億人民幣的不良貸款佔其比

重超過80%。

其中大型銀行的不良貸款暴露加快，不良率最高

的是農行1.83%，其次是招商銀行1.5%。另外三家

城商行的不良率較低，分別為南京銀行0.95%、北京

銀行0.92%、寧波銀行0.89%。

上市銀行中，不良貸款餘額規模最大的是工行，

截至6月末為1,635億人民幣，較年初增加389.98億

人民幣；其次是農行，為1,595億人民幣。不良規模

最小的上市銀行是南京銀行，不良貸款餘額19.42億

人民幣。

與8,800多億不良貸款相比，更值得關注的是

16家上市銀行還有高達19,003億人民幣的關注類貸

款。其中關注類貸款佔比達到4%以上的已有4家銀

行，分別是農行4.13%，光大銀行4.31%，平安銀行

4.46%和華夏銀行4.3%。

日漸增長的不良資產使得銀行不得不增加貸款

減值準備金的計提，這也大規模地侵蝕銀行利潤。

截至6月末，16家上市銀行的貸款減值準備餘額已達

16,142億人民幣。

國稅總局：個體工商戶不享受小型微利

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據人民網9月11日報導，大陸國家稅務總局所得

稅司副司長葉霖兒表示，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

以及合夥企業不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不能享

受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葉霖兒指出，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1條規

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

的組織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個人獨資企業、

合夥企業不適用本法」。因此，個體工商戶、個人獨

資企業以及合夥企業不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

也就不能享受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大陸將實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

據人民網9月21日報導，日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6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實行市

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意見指出，市場准入

負面清單制度，是指大陸國務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

在大陸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

等，各級政府依法採取相應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

排。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

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

意見明確，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包括禁止准入類和

限制准入類，適用於各類市場主體基於自願的初始投

資、擴大投資、並購投資等投資經營行為及其他市場

進入行為。對禁止准入事項，市場主體不得進入，行

政機關不予審批、核准，不得辦理有關手續；對限制

准入事項，或由市場主體提出申請，行政機關依法依

規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決定，或由市場主體依照政府

規定的准入條件和准入方式合規進入；負面清單以外

的事項由市場主體依法決定。

意見指出，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由大陸國務院統一

制定發佈；地方政府需進行調整的，由省級人民政府

報經國務院批准。未經國務院授權，各地區各部門不

得自行發佈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不得擅自增減市場准

入負面清單條目。按照先行先試、逐步推開的原則，

從2015年至2017年，在部分地區試行市場准入負面

清單制度，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大陸統一的市場

准入負面清單制度。

大陸央行：放寬企業申請跨境雙向人民幣

資金池門檻

據證券時報9月24日報導，大陸央行9月23日發

佈《關於進一步便利跨國企業集團開展跨境雙向人民

幣資金池業務的通知》，擴大跨境人民幣淨流入額度

上限，放寬企業准入門檻。《通知》表示，跨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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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資金淨流入額上限＝資金池應計所有者權益×宏觀

審慎政策係數，其中，宏觀審慎政策係數今年升值

0.5，央行將根據宏觀經濟形勢和信貸調控等需要進

行動態調整，而去年此係數只有0.1。

企業准入門檻也進一步降低，按照去年的規定，

跨國企業集團開展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其參

加歸集的境內外成員企業需主要滿足以下條件：一

是境內成員企業上年度營業收入合計金額不低於50

億元人民幣；二是境外成員企業上年度營業收入合計

金額不低於10億元人民幣。而根據今年的《通知》要

求，境內成員企業、境外成員企業上年度營業收入合

計金額分別大幅降至10億元人民幣和2億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根據最新要求，主辦企業可以選擇

1∼3家具備國際結算業務能力的銀行辦理跨境雙向

人民幣資金池業務，而此前的要求是「應在註冊所在

地選擇一家具備國際結算能力的銀行」。不過，此次

《通知》表示，2家（含）以上結算銀行為同一資金

池辦理結算的，應明確每家結算銀行的跨境人民幣資

金淨流入額度上限。

對於企業開立的跨境人民幣資金池結算帳戶中資

金的用途，此次《通知》與之前要求基本一致。其

中，境內主辦企業需開立人民幣專用存款帳戶，專門

用於辦理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帳戶內資金按

單位存款利率執行，不得投資有價證券、金融衍生品

以及非自用房地產，不得用於購買理財產品和向非成

員企業發放委託貸款。但之前規定所沒有的是，今後

結算銀行可為該人民幣專用存款帳戶辦理日間和隔夜

透支，以增加人民幣流動的靈活性。

根據最新規定，跨國企業集團母公司在境外的，

也可指定境外成員企業作為開展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

池業務的主辦單位。設立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旨在

方便大型跨國集團平衡本外幣資金使用、便利跨境貿

易和直接投資結算業務流程。

大陸國務院大督查　

再次問責249名幹部不作為
據經濟參考報9月29日報導指出，國務院大督查

第二批核查問責結果公佈。經有關地區核查和監察部

審核，針對資金沉澱、專案拖延、土地閒置等方面的

懶政怠政不作為典型問題，24個省（區、市）依法

依規對249人進行問責，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地

廳級41人、縣處級139人。

今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國務院組織開展第二次

大督查。今年8月，針對國務院第二次大督查、審

計署跟蹤審計和相關部門監督執法中發現涉及懶

政怠政和不作為的問題，7個省的59名幹部受到問

責。

截至8月底，各地加大財政存量資金盤活力度，

實際收回同級存量資金2,966億元，大部分已投向發

展急需的重點領域和優先保障民生。國改委加強對各

地中央預算內投資專案的督導和服務，截至8月底，

11大工程包已開工246個項目、42個專項，累計完成

投資3.92萬億元，其中8月份增加投資2,841億元，投

資落地進度普遍加快。全大陸已處置閒置土地31.25

萬畝，處置率為29.9%，比6月份大督查時提高了近

7個百分點。

亞銀下調2015年大陸經濟增速預期至6.8%
據中新社9月22日報導，亞洲開發銀行22日預

測，2015年大陸經濟增速料將降至6.8%。亞銀對

2015年3月發佈的《2015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進行

了修訂，稱因1∼8月經濟活動不及預期，投資和出

口疲軟，故將今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預

期從7.2%下調至6.8%。這低於大陸官方年初設定的

7%左右的年度增長目標。

亞銀並預測，因大陸經濟增速放緩，發達經

濟體復甦緩慢，亞洲新興經濟體今年GDP增速將為

5.8%，比3月預期值低0.5個百分點。

同時，考慮到東南亞地區正承受大陸經濟減速和

工業化國家需求低迷帶來的壓力，亞銀將2015年東

南亞經濟增速預期從4.9%下調至4.4%。

亞銀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提醒說，鑒於亞洲經濟

放緩和美元走強，新興經濟體面臨資金外流和貨幣貶

值風險，美聯儲加息後情況可能進一步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