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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低”股

仅四成跑赢大盘

万科首月销售逾

200

亿

创单月新高

A5

头寸偏紧

银行狂减债券救急

B1

2011

年

2

月

星期四

10

今日

36

版 第

5225

期

A

叠

8

版

B

叠

4

版

C

叠

8

版

D

叠

16

版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国务院提稻谷收购价促粮食生产

同时出台多项种粮补贴及抗旱措施；抗旱防虫及种业上市公司将受益

证券时报综合报道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９

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 分析当前粮食生产形

势， 研究部署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的政

策措施。

会议指出， 当前我国粮食生产面临

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河北、

河南、 山东、 安徽、 江苏、 山西、 陕西、

甘肃等冬小麦主产区旱情持续发展。 据

预测， 今后一段时期， 华北、 黄淮地区

降水仍比常年同期偏少， 主要江河来水

总体将继续偏枯。 二是粮食生产成本不

断上升， 农民种粮效益下降。 三是一些

地方出现放松粮食生产的倾向。 在粮食

连续

７

年增产后， 盲目乐观情绪有所滋

长， 麻痹懈怠倾向有所抬头， 对保持粮

食继续增产的困难和挑战估计不足。

会议决定， 在近期已出台扶持政策

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

持力度。 （一） 扩大冬小麦抗旱浇水补

助范围， 补助标准仍为每亩

１０

元。

（二） 实施冬小麦返青拔节弱苗施肥补

助， 每亩补助

１０

元。 （三） 中央财政

预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１２

亿元， 主

要用于冬小麦主产区农民购置抗旱急需

的水泵、 喷灌机械设备以及其他抗旱节

水机具补贴， 增加抗旱机具数量， 提高

旱区农机装备水平。 （四） 实施病虫专

业化统防统治补助。 在小麦、 水稻、 玉

米三大粮食作物主产区的

８００

个县和迁

飞性、 流行性重大病虫源头区的

２００

个

县， 全面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 扶持

２０００

个规模化的专业化服务组织， 中

央财政每个补助

２５

万元。 （五） 实施

东北水稻育秧大棚补助。 中央安排

５

亿元资金， 支持东北三省新建水稻育

秧大棚

２０

万栋。 （六）实施西南西北

玉米覆膜种植补助， 补助面积

５０００

万

亩， 每亩补助

１０

元。 （七）扩大旱区

县级抗旱服务队补助范围。 在原定受

旱严重

６

省

６００

个县级抗旱服务队设

备购置补助的基础上， 再增加补助旱

区

２００

个县， 每县补助

２００

万元， 用

于购置抗旱应急拉水车辆、 移动抗旱

浇地设备等。 （八） 加大抗旱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 再安排中央投资

２０

亿元， 继

续用于旱区大型灌区改造骨干工程和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根据需要可主要

用于抗旱应急水源和灌区田间工程建设。

（九） 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

２０１１

年生

产的三等早籼稻、 中晚籼稻、 粳稻最低

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

５０

公斤

１０２

元、

１０７

元、

１２８

元， 比

２０１０

年分别提高

９

元、

１０

元、

２３

元。 （十）组织实施全国

粮食稳定增产行动。

分析师表示， 国务院的上述政策涉

及小麦主产区的抗旱防虫工作， 以及水

稻、 玉米等替代作物的种植鼓励方面，

相关行业上市公司将因此受益， 比如经

营抗旱节水灌溉设备的新疆天业、 利欧

股份； 农药公司沙隆达、 诺普信、 利尔

化学； 种业公司敦煌种业、 登海种业、

隆平高科等将享受政策的东风。

（更多报道见

B2

版）

基金增持百亿债券 持债量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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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新兴产业“十二五”规划编制提速

规划框架和重点任务分工基本敲定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路研究部

际协调小组第四次会议近日召开， 会

议研究部署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工

作分工方案 （代拟稿）》 和 《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 “十二五” 规划》 编制

等工作。 会议明确， 相关文件起草工

作将加速推进， 并将尽早报送国务院

审批。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文

件起草组组长张晓强关于 《工作分

工》 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十二

五” 规划 （框架）》 的起草说明， 审

议并原则通过了 《工作分工》 和 《规

划框架》。

去年

9

月初 ， 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决定》， 确定了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主要任务

和扶持政策。 此次会议通过的 《工

作分工》 则是将 《决定》 提出的重

点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 明确了各

项任务的主要负责部门。 而 《规划框

架》 体现了 《决定》 精神的基本要求，

定位基本准确， 表述形式上有所创新，

可直观地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路径和具体任务。

会议要求， 文件起草组要根据本次

会议精神， 认真吸纳各部门意见， 对

《工作分工》 进行修改完善， 尽快上报

国办审批。 要抓紧起草 《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 “十二五” 规划》 （初稿）， 广

泛征求各有关部门、 各地、 重点行业协

会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尽早报送国务

院审批。 要同步推进节能环保等七大领

域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抓紧制定战略性

新兴产业指导目录， 尽快建立统计指标

体系， 落实 《决定》 提出的财税等相关

政策措施。

会议强调， 要发挥部际协调小组的

作用， 及时对

2011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引导好、 保

护好、 发挥好各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积极性， 坚决避免低水平重复，

防止一哄而上，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

健康发展。

政策优惠加码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兔年纳福

符合条件企业可享受“五免五减半”的所得税优惠

证券时报记者 肖波

中国政府网昨日发布 《国务院关于

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发

〔

2011

〕

4

号）， 从财税、 投融资、 研

发、 进出口等方面提出

31

条具体政策

措施， 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软件和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

2000

年， 国务院曾发布实施

18

号

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 引出了软件、 集成电路两大产业

发展的 “黄金十年”。 十年来， 我国

软件业平均每年以

40%

的速度增长。

此次发布的通知是对

2000

年

18

号文

的政策延续。

在财税政策方面， 通知的相关优

惠政策有

9

条之多， 比

18

号文多出

4

条。 除继续执行

18

号文件确定的

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外， 通知还明确

了相关企业的营业税优惠政策， 并加

大了所得税政策优惠力度。

通知明确， 对符合条件的软件企

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从事软件开发

与测试， 信息系统集成、 咨询和运营

维护， 集成电路设计等业务免征营业

税， 并简化相关程序。 同时， 对我国境

内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

软件企业， 经认定后， 自获利年度起，

享受企业所得税 “两免三减半” 优惠政

策。 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 更可获得

“五免五减半” 优惠政策。 经认定的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

的进口料件，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

的， 还可享受保税政策。

投融资政策方面， 通知要求相关

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适合软件产业和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信贷品种， 为符合

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提供融

资支持。 同时，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软

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采取发行股票、

债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拓宽直接融

资渠道。

通知还提到， 国家鼓励、 支持软件

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加强产业资源整

合。 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为实现

资源整合和做大做强进行的跨地区重组

并购，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要积极支持引导， 防止设置各种形

式的障碍。

（更多报道见

B2

版）

A

股兔年

开门红落空

受央行加息影响，

兔年首个交易日

Ａ

股低

开收跌。 上证综指收于

２７７４．０７

点， 跌

０．８９％

；

深证成指收于

１１８０７．９３

点， 跌

１．５３％

。 农业、

水利板块个股表现抢

眼， 地产股走势疲软。

图为安徽某证券营业部

股民在关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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