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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已超2万亿元

税费优惠助力稳住经济大盘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留抵退税政策应退尽退、快退直达，为的

是企业应享尽享、轻装上阵。 在国家税务总局

6月10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

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9日，今年已累

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超2万亿元。

抽样调查显示，退税资金主要用于扩大生产、

技术研发、支付薪酬等方面，改善了企业现金

流，对助力稳住经济大盘起到重要作用。

超1.5万亿元退税“落袋”

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荣海楼介绍，

超2万亿元的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

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4月1日至6月9日，已有

14250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上，再加上一

季度继续实施此前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1233

亿元，已累计有15483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

账户。 二是1-4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2440亿

元，包括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新

增减税335亿元，“六税两费” 减半征收政策

新增减税降费476亿元，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

纳税所得额100万元至300万元部分再减半征

收政策新增减税164亿元等。 三是今年继续实

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政策累计缓缴

税费4289亿元。

具体到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落实

方面，荣海楼介绍，4月1日至6月9日，从企业

看，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集中退

还基本完成，小微企业依然是受益主体。 已获

得退税的纳税人中， 小微企业占比94.9%，共

计退税7039亿元，占比49.4%；中型企业占比

4.4%，共计退税3412亿元，占比23.9%。从行业

看，享受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的制造业等

六个行业受益明显， 纳税人获得退税7736亿

元，户均退税115.2万元。 从区域看，与地区经

济体量相对应，东部地区留抵退税总量较大，

共获得退税7391亿元。

国务院部署实施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

政策措施，决定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

额留抵退税。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司长谢文表示，税务部门正在紧锣密鼓抓好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退税资金规范准确、顺畅有

序到达纳税人手中，包括及时出台政策文件，

加紧升级信息系统，加强政策精准辅导等。

退税改善企业现金流

谢文介绍，税务部门组织开展的企业抽样

调查显示，退税资金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技术

研发、支付薪酬等方面，改善了企业现金流。

谢文表示，5月份， 全国享受退税企业采

购支出同比增长10.9%，较留抵退税前的一季

度加快3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7.5个

百分点。 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退税

企业经营投入稳中有升，推动5月份退税企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6%，并较一季度加快5.2

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高9.6个百分点，

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

具体到不同企业类型的政策效果，谢文介

绍，一是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加快发展。 5月份，

小微企业中的退税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7%，较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

税企业高17.8个百分点；二是助力困难地区、困

难行业渡过难关。 有81.4万户困难行业企业享

受退税2593亿元，5月份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较一季度加快6.9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

企业高14.3个百分点； 三是助力重点行业高质

量发展。 5月份，六大行业退税企业采购支出同

比增长14.7%，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增幅

比无退税企业高6.3个百分点。（下转A02版）

5月CPI同比上涨2.1%� PPI同比上涨6.4%

物价尚无忧 聚力稳增长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1%，涨幅

与上月相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

比上涨6.4%，涨幅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

未来物价走势如何？输入性通胀压力有多

大？货币政策调控是否有空间？业内人士认为，

猪肉价格逐渐步入回升周期，对CPI涨幅的压

制作用趋于弱化，未来CPI同比涨幅大概率上

行但空间有限。 在海外通胀高烧不退的背景

下，我国物价持续保持温和运行态势，将为宏

观政策聚力稳经济提供有利环境。

CPI同比涨幅持稳

5月份，CPI环比下降0.2%， 为今年以来

首次下降；同比上涨2.1%，涨幅与上月相同。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称，5

月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消费市

场供应总体充足，CPI环比转降，同比涨幅保

持稳定。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从基数上

看，去年5月CPI同比涨幅为相邻月份的峰值，

形成较高基数， 对今年5月CPI涨幅持平起到

一定作用。

从结构上看，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加

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食品

价格同比上涨2.3%， 涨幅比上月增加0.4个百

分点。“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扩大，构成5月CPI

同比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 ”温彬说，5月生猪

收储和产能去化显现成效，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5.2%；同比下降21.1%，降幅比上月收窄12.2

个百分点。

下一步物价走势如何？ 分析人士提示，关

注猪价等因素的影响。

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随着

疫情影响减弱，居民线下消费恢复将带动线下

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同时猪周期拐点临近叠

加饲料价格高企，猪价可能震荡向上，对CPI

同比上涨形成支撑，后续CPI同比大概率上行

但空间有限。 民生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谭逸

鸣认为，往后看，猪价企稳回升，供需平衡下原

油价格继续上行压力较小，物价或温和上涨，

预计6月CPI同比上涨2.4%。

“接下来物价走势有两大关注点。 ”民生

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应习文提醒，其一，猪

肉价格进入回升周期后，对CPI涨幅的压制作

用趋于弱化；其二，目前地缘政治冲突仍未平

息，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减，需关注原油等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PPI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5月份，PPI同比、环比涨幅双双回落———

同比上涨6.4%，涨幅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

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5月份各地区各部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稳定，PPI环比和同比涨幅均继续回落。 ” 董莉

娟说。

温彬认为，5月份PPI同比涨幅回落，一方

面是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 对今年5月PPI

的同比涨幅形成向下压力；另一方面则得益于

我国加大力度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比较明显。

展望后续PPI走势，李奇霖分析，翘尾因素

继续回落、保供稳价政策持续见效等决定了后

续PPI同比涨幅可能继续回落，（下转A02版）

科创板医疗器械企业第五套

上市标准适用指引出台

●本报记者 黄一灵

6月10日， 上交所发布实施科创板医疗器械

企业第五套上市标准适用指引， 从核心技术产品

范围、阶段性成果、市场空间等方面明确了医疗器

械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的申报细则。

业内人士认为，指引的发布，能够更好支持医

疗器械“硬科技” 企业上市融资，同时进一步完善

了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具体适用情形。 中国

证券报记者获悉， 多家医疗器械企业有意向在今

年采用第五套上市标准申报科创板。

支持医疗器械硬科技企业上市

开板以来， 科创板持续助力生物医药企业跑

出“创新” 加速度。 目前，已有一批创新药研发企

业采用第五套上市标准在科创板上市， 初步形成

了药品研发企业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

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支持处于研发阶段、

尚未形成一定收入的企业上市。 实践中适用该标

准的企业基本为具有高投入、 长研发周期特征的

生物创新药公司， 但尚未见创新医疗器械企业的

身影， 原因主要是医疗器械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

标准的申报操作细则有待明确。

在此背景下， 上交所此次发布指引进一步明

确医疗器械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的情形和要

求，是进一步完善科创板支持医疗器械“硬科技”

企业上市机制、 更好发挥科创板服务科技创新发

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能进一步服务科技高水平自

立自强， 鼓励医疗器械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产

品研发创新。

明确取得阶段性成果具体要求

指引对申请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医

疗器械企业，从核心技术产品范围、阶段性成果、

市场空间、技术优势、持续经营能力、信息披露等

方面作出细化规定。

首先是细化核心技术产品范围， 明确申请企

业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国家医疗器械科技创

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同时，指

引还明确申请企业应当至少有一项核心技术产品

已按照医疗器械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成产品检验

和临床评价且结果满足要求， 或已满足申报医疗

器械注册的其他要求， 不存在影响产品申报注册

和注册上市的重大不利事项。

其次是关注市场空间的论证情况。指引指出，

申请企业主要业务或产品需满足市场空间大的要

求， 并应当结合核心技术产品的创新性及研发进

度、 与竞品的优劣势比较、 临床需求和市场格局

等，审慎预测并披露满足标准的具体情况。

最后是要求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指引明确，

申请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 并应当结合核

心技术与核心产品的对应关系、 核心技术先进性

衡量指标等方面，披露是否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

后备军凸显科创属性

在指引发布之前， 首家采用科创板第五套上

市标准的医疗器械企业已过会， 目前处于注册审

核阶段。

3月31日，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科创板首发过会， 成为第一家采用第五套

上市标准过会的医疗器械企业。公开资料显示，电

生理是一家从事电生理介入诊疗与消融治疗领域

创新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提供心脏

电生理手术整体解决方案。“电生理的成功过会，

引发市场对医疗器械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申

报的热切关注。 医疗器械企业拟采用第五套上市

标准申报科创板的意愿和信心大幅提升。 ” 一位

资深投行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目前， 多家医疗器械企业有意向在今年采用

第五套标准申报科创板。 拟申报企业主营业务涉

及的领域较广，涵盖心血管疾病治疗、微创医疗、

糖尿病监测、基因测序、肿瘤检测、神经假体、运动

医学等细分领域。在备受关注的研发管线方面，拟

申报企业均具备较丰富的管线类别， 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医疗健康科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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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贷款增加1.89万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79万亿元 M2余额同比增长11.1%

三大指标超预期 5月金融数据提信心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6月10日， 人民银行发布5月份金融数据。

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广

义货币（M2）余额增速等关键指标均超出市

场预期。

专家表示，5月份金融数据的亮眼表现是

疫情冲击缓解、 稳增长政策发力综合作用的结

果，同时发出内需复苏的积极信号。 当前，稳定

国内经济运行的压力仍然较大， 后续仍需继续

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为实体经济恢

复提供有力支持。

新增信贷显著回升

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 推动了5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显著回升。 人民银行数据显

示，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89万亿元， 同比多

增3920亿元， 而4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为6454

亿元。

对于信贷超预期回升的原因， 天风证券首

席固收分析师孙彬彬认为，进入5月，稳经济的

各方面政策明显发力，复工复产、保产业链供应

链、保供稳价、弱势群体纾困等政策形成合力，

加上疫情有所缓解，经济企稳运行迹象增多，信

贷需求随之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

示，5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多于预期，反映出实体

经济融资需求明显回暖。 具体原因是，国内生产

生活加快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回暖带动了实体经

济的融资需求回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

此外， 在光大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张旭看

来，在过去一段时间，虽然我国政策利率没有调

整， 但人民银行综合施策推动实际贷款利率下

行， 这也是5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超预期多增

的重要原因之一。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表示，

5月份居民贷款恢复增长， 住房金融贷款边际

改善，企业短期贷款大幅增加，同时，企业中长

期贷款有所恢复。

不过，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提示，

5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的结构有待进一步改

善，（下转A02版）

工银理财董事长王海璐：

用优异业绩回馈投资者

作为全国首批获准开业的银行理财

公司， 工银理财于近日迎来三周年 “生

日”。 “过去三年是工银理财勇攀高峰、追

求卓越的第一程， 可以说是从无到有搭体

系、‘从

0

到

1

’建机制的过程。 ”工银理财董

事长王海璐说。站在新的起点，工银理财将

如何从“

1

”驶向另一片星辰大海？ 在掌舵

者王海璐心中，航向清晰，唯有只争朝夕，

使命必达。

十年来我国铁路公路增加里程约110万公里

6

月

10

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年来，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

路网、世界级港口。

2012

年到

2021

年底，铁路、公路增加里程约

110

万公里。 图为

6

月

10

日拍摄的建设中的龙潭长江大桥。

新华社图片 本报记者 金一丹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