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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房伟）“现行增值
税进项税抵扣制度存在抵扣范围不
全等问题，在全球经济下行、国家减
税降费的大背景下，政府应出台减
税降费政策。”5月 24日，全国人大
代表、奥克斯集团总裁郑坚江建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尽快启动扩
大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修改，进
一步降低企业税负。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推开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将建筑业、房
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
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
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该政策实施以来，虽然打通了

部分税收抵扣链条，减少了重复征
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负，但仍存
在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不全，抵
扣链条未全打通导致税负较高的问
题。”郑坚江向记者举例，比如购进
的贷款服务不能抵扣进项税，导致
抵扣链条断裂。

据了解，依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六）款
规定，购进的贷款服务进项税额不得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为此，郑坚江建议，增加贷款利息
进项税抵扣范围，同时取消存款利息
免税政策，对金融机构借款利息支出
可抵扣进项税。

本报讯（记者 房伟）“目前，
全国建筑垃圾存量已达200多亿
吨，是城市垃圾中体量最大的部
分。”5月24日，全国政协委员、宁
波市副市长许亚南建议，加快实行
建筑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
害化，破解建筑垃圾处理难题。

许亚南说，从调研情况看，各
地在处置建筑垃圾过程中最突出
的共性问题就是资源化利用率
低，主要由政策引导缺位、利用产
销脱节和科研投入不足等多种原
因导致。

“为解决上述问题，各地须立
足自身优势，探索建立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长效机制，从而实现
建筑垃圾规范化管理、市场化处
置、资源化利用和产业化发展。”
许亚南说，这对营造健康安全的
生存环境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许亚南建议，进一步加强政
策引导，出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建筑垃圾
强制性分类和资源回收，并在支
持相关技术、培育相关企业等方
面出台配套政策，加大对企业在
产品销售、用地保障等方面的扶
持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郑坚江：

建议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降低企业税负

全国政协委员许亚南：

加快实行建筑垃圾处理
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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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记者：中国决定推进涉
港国家安全立法可能导致美方报
复。中方是否担心香港作为全球
金融中心的地位会因此受到损害？

王毅：第一，香港事务是中国
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不干涉
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都
应予以遵守。

第二，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
央事权，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
央通过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
别行政区自行立法，履行其宪制责
任，但这并不影响中央根据实际情
况和需要继续建构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中央政
府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国家安
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这是基本
的国家主权理论和原则，也是世界
各国的通例。

第三，去年6月修例风波以来，
“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
日益猖獗，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
级，外部势力深度非法干预香港事
务，这些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
了严重危害，也对香港保持繁荣稳
定、推进“一国两制”构成了巨大威
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刻
不容缓，势在必行。

第四，全国人大这一决定，针
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
不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不
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正当权
益。大家对香港的未来，应更加充
满信心，而不必过于担心。决定通
过之后将启动立法程序，这将使香
港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加稳
定的社会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和
营商环境，有利于维护“一国两制”
的基本方针，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金
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相信所
有希望香港长治久安、“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各界朋友都会对此予
以理解和支持。

凤凰卫视记者：中方是否同意
就病毒源头开展国际独立调查？

王毅：在病毒源头问题上，中
方与美国一些政客之间的分歧，是
真相与谎言的距离，是科学与偏见

的对比。
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复杂的

科学问题。应当由科学家和医学
专家研究探索。然而，美国内一些
政治人物却迫不及待地把病毒标
签化、把溯源政治化、对中国污名
化。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造谣能力，
低估了世人的判断能力。历史应
该由事实和真相来书写，而不应被
谎言误导污染。我们应秉持良知
和理智，为这次全球疫情叙事留下
客观真实的人类集体记忆。

中方对国际科学界开展病毒溯
源科研合作持开放态度，这一进程
应坚持专业性、公正性和建设性：

专业性是指溯源应以科学为
依据，由世卫组织主导，让科学家
和医学专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
察研究。目的是增进对此类病毒
的科学认知，以便今后更好地应对
重大传染性疾病。

公正性是指溯源要排除各种
政治干扰，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反
对任何“有罪推定”。考察应覆盖
所有与疫情密切关联的国家，坚持
公开透明和客观理性。

建设性是指溯源不应影响拯
救生命的当务之急，不应损害各国
之间的抗疫合作，不应削弱世卫组
织的应有作用。而应有利于增强
联合国各系统履职功能和各国团
结协作，有利于完善全球公共卫生
体系和治理能力。

《环球时报》记者：中方打算如
何应对美国出现的就疫情针对中
国索赔的诉讼？

王毅：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
无事实基础、无法律依据、无国际先
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中
国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受害者。
面对未知的新型病毒，中国以对人
民生命健康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
度负责的态度，最早向世卫组织报
告疫情并及时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分
享信息，最早确定病毒基因序列并
向各方提供，最早向世界公布诊疗
和防控方案。面对严峻的防控形
势，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在最短
时间里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有
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为此付
出了巨大代价，承担了重大牺牲。

中国的抗疫行动对全世界公开，时
间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
然，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

对受害者鼓噪所谓“追责索
赔”，为滥诉者伪造各种所谓“证
据”，是对国际法治的践踏，也是对
人类良知的背弃，于实不符、于理
不通、于法不容。今天的中国已不
是百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
是百年前的世界，如果想借滥诉侵
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敲诈中国人
民的辛勤劳动成果，恐怕是白日做
梦，必将自取其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中美
双方的“口水战”愈演愈烈，所谓“战
狼外交”会是中国外交的未来吗？

王毅：我尊重你提问题的权利，
但你提问题的角度值得商榷。凡事
都应有一个是非判断，人无是非，难
以立信；国无是非，难以立世。

对于中国外交，外界有着各种
各样的解读和评论，但作为外长，
我要正式和负责任地告诉你，中国
始终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我们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同各国开展友
好合作，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作为我们的使命。

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五千
年优秀文明的传统之上。中国自
古就是公认的礼义之邦，中国人爱
好和平、崇尚和谐，以诚待人，以信
为本。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
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
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
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
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
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
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中国外交的未来，致力于与各
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
然各国同在一个地球村，就应该和
平共处，平等相待；就应该有事一
起商量，而不是一两个国家说了
算。为此，中国一贯主张世界要走
向多极化，国际关系要实现民主
化。这一主张与人类文明进步的
方向完全一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
愿望完全一致。不管中国发展到
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在国际上称

王称霸，都将始终站在世界各国的
共同利益一边，站在历史发展潮流
的正确一边。那些总想给中国扣
上霸权帽子的人，恰恰是自己抱着
霸权不放的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
的百年变局，充满各种乱象和动
荡。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
我们希望各国能够本着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相互之间多一些支
持、少一点指责；多一些合作，少一
点对抗，大家真正携起手来，共同
为世界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澎湃新闻记者：中方是否担心
涉台问题将对中美关系产生进一
步负面影响？

王毅：2300万台湾民众是我们
的骨肉同胞，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岛
内的疫情变化，牵挂台湾同胞的健
康安全。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精心
照顾在大陆的台胞，也悉心扶助身
在海外的台胞。对于台湾同胞未来
的防疫需求，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

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政府
与世卫组织已就中国台湾地区参与
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
湾地区与世卫组织及其成员分享抗
疫信息、开展专家合作交流的渠道
是完全畅通的，从来不存在什么技
术障碍和防疫缺口。台湾当局罔顾
民生福祉，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的“九二共识”，自行关闭了两岸
协商处理涉外问题的大门。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个
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中国与所有建交国双边关系
的政治基础。我们坚决反对以防
疫合作为幌子与台湾当局开展官
方往来，坚决反对违背一中原则为
台湾谋求所谓国际空间，坚决反对
外部势力对“台独”分子“借疫谋
独”予以鼓励和纵容。

两岸实现统一是历史必然趋
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
挡。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
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奉劝美
方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下国内
政治的算计；正告美方不要试图挑
战中国的底线，不要误判14亿中国
人民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

据新华社电

王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