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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关于元旦休市的

安排，本报2025年1月1日休刊，2日恢复正

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A03�资管时代·基金

A06�公司纵横

架起相知相亲的桥梁

———习近平主席书信外交传递温暖情谊

增值税法2026年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记者申铖、王雨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25日

表决通过了增值税法， 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有了专门法律， 税收立法

再进一程。

今年前11个月，国内增值税收入为61237亿元，

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37.8%。“作为我国第一大税

种，增值税是全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纳税

人覆盖绝大部分经营主体，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022年12月和2023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增值税法草案进行了两次审议。 本次常委会会

议审议的增值税法草案三审稿规范立法授权，对

有关内容改由在法律中直接作出规定， 或者经清

理规范后纳入税收优惠范围； 完善税收优惠相关

规定；做好与关税法等有关法律的衔接。

此次通过的增值税法共6章，包括总则、税率、

应纳税额、税收优惠、征收管理、附则。

李旭红表示，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推进了一系列关于增值税的改革，加快建立

现代增值税制度。“增值税法此次通过，巩固了近

年来增值税改革成效，有利于增强税制确定性，有

利于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

一项重要成果。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 随着增值税法制定出台，我国现行18个

税种中已有14个税种制定了法律，涵盖了绝大部

分的税收收入。

“增值税法的出台，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

要一步。 ” 李旭红说，加快税收立法步伐，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

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本报记者 董添

12月24日至25日， 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提出，2025年，要持

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推动构建房

地产发展新模式，大力实施城市更新。

会议系统总结2024年工作， 部署进一步

全面深化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改革， 明确2025

年重点任务。

会议认为，2024年，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

变化。 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

发展新模式。 部门合力打出“四个取消、四个

降低、两个增加” 政策组合拳，各地因城施策、

一城一策、精准施策，房地产市场呈现止跌回

稳势头，10月、11月新建商品房交易网签面积

连续2个月同比、环比双增长。 持续打好保交

房攻坚战，已交付住房338万套，完成既定目

标。 着力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推动地级及以

上城市全部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白名

单” 项目扩围增效。

会议提出，2025年，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着力释放需求。把“四个取消、四

个降低、两个增加”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坚

决落实到位，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有效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作用。 加力实施城中

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货币化安置，在新增100

万套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城中村改造规模， 消除

安全隐患， 改善居住条件。 对群众改造意愿强

烈、条件比较成熟的项目重点支持。 着力改善供

给。（下转A02版）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优化完善

实行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 扩大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政府网12月25日消息，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 《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管理机制的意见》。《意见》明确，实行专项债

券投向领域“负面清单” 管理，扩大专项债券

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开展专项债券项目“自

审自发” 试点， 打通在建项目续发专项债券

“绿色通道” 。业内人士认为，相关举措有助于

提高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发挥专项债强

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积极作用。

拓宽投向领域

《意见》提出，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

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

实行专项债券投向领域 “负面清单” 管

理。《意见》明确，将完全无收益的项目，楼堂

馆所，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除保障性住房、土

地储备以外的房地产开发，主题公园、仿古城

（镇、村、街）等商业设施和一般竞争性产业项

目纳入专项债券投向领域“负面清单” ，未纳

入“负面清单” 的项目均可申请专项债券资

金。 专项债券依法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严禁

用于发放工资、 养老金及支付单位运行经费、

债务利息等。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闫彦明认为，实

行“负面清单”管理将为专项债投向领域有序

拓宽奠定良好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

设仍有较大空间， 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重点领域

仍需地方政府债券支持， 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

镇化、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领域、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基础设施等， 专项债可进

一步向这些领域倾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扩大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意

见》明确，在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方

面实行“正面清单” 管理，将信息技术、新材

料、生物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

生命科学、商业航天、北斗等新兴产业基础设

施，算力设备及辅助设备基础设施，高速公路、

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安全性、 智能化改造，以

及卫生健康、养老托育、省级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等纳入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下

转A02版）

这是

12

月

25

日拍摄的清花高速北江特大桥封顶的主塔（右二）（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广东交通集团投资、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清（清远清新）花（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北江特大桥首个主塔封顶。 清花高速北江特大桥

主桥全长

1440

米，为主跨

360

米的钻石型四塔双索面半漂浮体系斜拉桥。 新华社图文

清花高速北江特大桥

首个主塔封顶

新能源转型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注入“绿色动力”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光伏产业供给侧出清料提速

●本报记者 刘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综合整治“内

卷式” 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当前，中国光伏产业面临严峻挑战，供需失

衡的市场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全产业链

陷入持续亏损的窘境。 相关部门在低效产能退

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推进光伏基地建

设等方面不断“出招” ，旨在推进光伏供给端有

序出清。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就业内自律及限产

接连召开闭门座谈会后，头部企业已基本对自律

减产达成共识。两大龙头企业日前率先宣布减产

控产，行业自律、自救行动正在有序推进中。

业内人士认为，2025年，地方政府对光伏落

后产能的持续输血或得到抑制， 行业有望通过

限价限产、能耗控制等加快供给侧出清节奏。

供需失衡 企业持续“失血”

面对供需失衡、国际贸易环境复杂等多重挑

战，2024年，中国光伏行业在逆境中砥砺前行。

“由于光伏行业前景佳，地方政府招商一哄

而上，通过税收减免、电价优惠、厂房代建、固定

资产投资返还等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力促企业

加大产能布局。”一位受访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部分不良企业通过自产自销拉高

设备售价的方式骗取地方设备返还补贴。

其他行业企业也纷纷跨界“追光” 。 据记

者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 超过110家其他

行业的上市公司相继宣布投资光伏行业。 同

时，金融资本受行业前两年高盈利吸引，也大

举进入光伏行业，使得行业流动性泛滥。

在此背景下，光伏各环节产能近两年快速

上升。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统计，目前，光

伏各环节年产能均超过1100GW， 而2025年

全球与中国光伏市场乐观需求量仅分别为

600GW和250GW， 由此带来严重的供需失

衡，致使中国光伏行业进入价格深度调整期。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10月， 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销售价格快

速下跌，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售价降幅分

别为38%、49%、30.4%、28.8%。 由此导致我国光

伏制造端（不含逆变器） 产值从去年同期约

13744亿元下降至7811亿元，同比下降43.17%。

“本轮行业波动造成的亏损规模远超过

往。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直言，

“行业亏损问题是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 ”

上市公司层面， 据Wind数据统计，2024

年前三季度，光伏全产业链上市公司合计亏损

186亿元。 其中，主产业链上市公司亏损严重，

合计亏损244亿元，同比转盈为亏，下降幅度

达129%。

整治“内卷” 推动供给侧出清

“光伏行业的经营主体过多，‘内卷式’

恶性竞争加剧， 不少光伏产品已经击穿成本

价。 ”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兼并重组或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

段。 （下转A02版）

基金新发多点开花

增量资金有望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