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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

让企业轻装上阵。”2019年元旦，习近

平总书记新年贺词铿锵有力、掷地有

声，为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吹

响了冲锋号。

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规模更

大、力度更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

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是积极财政政

策加力提效的体现，也是普惠性减税

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发力的目标。

那么，上半年的减税降费的实施

效果如何？企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感

受？面对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收支压

力，财政部门如何积极作为？本刊记

者跟随财政部组织的媒体采访组赴广

西、福建等地调研采访。

大珠小珠落玉盘：减税效果初显

7月16日，财政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通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

累计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了13.5

个百分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总体平

稳有序，效果逐步显现并符合预期。

从主要税种收入看，上半年国内增值

税同比增长5.9%，比去年同期增幅回

落10.7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同比增

长5.3%，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7.5个

百分点；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

比下降2.7% ；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

30.6%。

减税降费落地生根  激活实体一池春水   
本刊记者｜李烝

财政部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主任刘

金云分析指出，这主要是自去年到今

年实施的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小微企业普惠性

税收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

调整税率以及六项附加扣除等政策的

效应显现。

从推动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落地，到深化增值税改革启航；从小

微企业迎普惠性减税，到社保费率下

调……大珠小珠落玉盘，一系列减税

降费政策的落实，让更多纳税人的税

费负担明显减轻，让数千万市场主体

的信心得到稳定和提振，让市场活力

得到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在实施更大

规模减税降费过程中，各地积极结合

实际制定措施，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将减税降费工作推向深入。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数据显

示，今年1—6月，广西为市场主体减

税降费144.8亿元，其中减税106.50

亿元，降费7.50亿元，减轻企业及个

人社保缴费负担30.82亿元。“今年以

来，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密集出台，广

西也结合地方实际，出台了一系列减

税降费政策，减负效应加速显现，服

务改革持续优化，市场活力明显增

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结构更优、动

力更强。”广西财政厅副厅长罗海山

对记者说。

福建省税务部门统计显示，今

年前5个月，全省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229.01亿元，其中深化增值税改革减

税效果明显，政策实施以来新增减税

71.12亿元，惠及全省97.9%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黄

剑青归纳了此轮减税降费的三个特

点：首先是突出实质性减税。降低增

值税税率、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起征点、加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都是实质性减税。其次是突出普

惠性减税。如小型微利企业标准调整

后，减税涉及面广，同时，不仅制造业

等行业得到优惠，而且通过对服务业

实行进项加计扣除，使所有的行业都

享受到减税红利。再次是突出简便高

效。政策简洁明了，易理解，好执行，

企业和群众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教授邓

子基表示，减税降费是国家根据当前

国内外形势做出的重大决策，改革红

利既惠及了广大企业，减轻企业税费

负担，又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稳定

了预期，切实增强了企业和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结构性减税：企业喜晒“大礼包”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4月

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16%降到13%，税率直接下降3个百

分点，对处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关键期的制造业来说，为经济下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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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制造业企业“突围”腾出更大空

间。许多制造企业直观感受到减税降

费带来的实惠，由此节约的“真金白

银”，使得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市场

开拓、生产改造、新品研发、技术攻

关等步伐。

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是一

家年产20万吨航空交通高端铝合金

新材料的专业制造商，主要从事铝板

带箔型材及其精深加工制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和销售，是铝精深加工领域

的高端制造业代表。随着“对装备制

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

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

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

退还”政策落地实施，该公司获得一

次性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5.9亿元，解

决了困扰公司多年的资金缺口压力。

“新的税制改革使我公司每年的进项

税额可以节省约0.96亿元，公司每年

固定资产采购金额较大，购进固定资

产的税额可以一次性抵扣，大大减少

了税负压力。”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韦强表示。税负下降意味着增加

了现金流，这为企业扩大研发和生产，

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提供了

有力支撑。“我公司是以技术为核心

的创新型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政策为推动研发项目长期投入、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企业技术升级等

提供了政策保障。”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以压缩机为核心，集工业、商业冷冻、

冷藏及其成套制冷、制冰系统的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工程安装、售

后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阶

段，公司正在大力购买不动产引进新

的生产线和研究氢能源燃料电池新技

术，今年4月1日起，新购进的不动产

允许全额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这对

于雪人公司来说无疑是场“及时雨”。

“国家将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由16%降

至13%，这对公司来说不仅减轻了企

业的纳税负担，还会形成良性循环，

降低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成本，”雪人股

份总经理林汝捷告诉记者，“公司上游

原料供应商因减税降费，也会相应降

低原料价格，从而有利于降低公司产

品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了实体装备

制造企业的流转税。大幅度地减税降

费，对企业来说是最公平、最有效的

减负办法，减税降费不仅是‘真金白

银’的减税红利，更能增强发展信心，

特别是对制造型民营企业来说，意义

更大。”

减下去的是税费，提上来的是生

产力——从调研来看，此番减税降费

不仅直接为制造企业降低了成本、增

加了利润，效应更进一步穿透至企业

生产经营、转型升级的深层次维度。

不少企业在获得减负后，明显加大了

在生产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和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上的探索步伐，转型升

级提速。

数字经济产业是福建省重点和

优势产业。坐落于福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新大陆集团是一家以上市平台为

旗舰、成员企业百花齐放的综合型科

技集团，产业横跨“智能制造”“金融

支付”“数字公民”三大板块。作为民

营高科技企业的一份子，新大陆集团

充分享受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

优惠，尤其是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了公司所

得税税收负担。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徐志凌为记者算了一笔

账：新大陆集团2018年研发投入4.8

亿元，符合加计扣除口径的有3.6亿

元，按75%比例加计扣除2.7亿元，抵

减所得税4000万元，与执行原政策

相比，多抵减所得税1350万元，相应

的，税后利润增加1350万元。“国家

给予的税收优惠为我们研发投入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这些年公司发展壮

大的过程，税收支持一直很给力。” 徐

记者传真

福建新大陆集团实现并推出了一系列高科技领域的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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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凌表示，受益于研发加计激励政策，

公司逐年加大研发创新投入，近三年

（2016—2018）研发投入分别为2.3亿

元、4亿元、4.8亿元，三年复合增长

率高达48%。

类似的减税降费“大礼包”还惠

及法拉电子、象屿集团等众多企业。

那么，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

小企业对此如何评价？今年以来，大

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

微利企业标准，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

值税免税标准等系列优惠，让更多中

小企业尝到了减税甜头。

位于厦门海沧区的“三都土笋冻”

已有百年历史，店主陈伟旭是一名年

轻的80后，他告诉记者，小微企业减

税政策让他们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从原来的25%降到5%，预计减税20

万元。省下来的钱怎么用？陈伟旭早

已有了盘算：得益于良好收益和国家

出台减税降费政策的激励作用，他们

去年新购置了50万的设备，公司已

从原来四五名员工依靠手工生产土笋

冻，发展成20人规模的小微企业，产

能扩大了数倍。

而“网红蛋黄酥”广西轩妈食品

有限公司更是先人一步，2006年成立

至今，公司从一家不到10人的小微电

商发展到员工超400人、产值近2亿

元的现代化食品企业。人称“轩妈”的

企业负责人廖晋平说，受益于减税降

费政策红利及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

降低了中小企业税费负担，2019年上

半年减少上缴各项税费400余万元，

为公司节省了更多资金用于项目研

发、生产设备升级、物流仓储自动化

改造以及开发支撑新商业模式的IT技

术等。他表示，未来公司还将依托国

家减税降费政策，借助科技力量，运

用“标准化生产”和“互联网思维”，

让轩妈品牌走出广西、走向世界。

积极作为：平稳收支  兜牢底线

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施减税

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财政收入增速

将有所放缓，而财政支出刚性较强，

收支压力有所加大。考虑到减税降费

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很大压力，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就做了相关部署，比如，

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增加特定国有

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地方政府

也要主动挖潜，大力优化支出结构，

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

为有效应对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

收支缺口，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制

定并下发了相关工作方案，提出加大

财源培植力度，挖掘财政增收潜力，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加大统筹盘活力

度等十条措施，全面支持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确保全区财政收支平稳运行。

福建省财政厅也积极加大资金统

筹力度，通过采取加大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调入力度、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依法依规适度增加2019年

地方国有金融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

等措施，弥补落实减税降费形成的减

收；同时，着力盘活存量资金资产，

落实年末自动清理机制，加大结余结

转资金以及各部门长期沉淀闲置、不

需按原用途使用资金的清理力度，统

筹用于重点支出。

除了“开源”，“节流”也很关键。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大力压减一般性

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一些地

方还主动加大压减力度，进一步严格

预算追加程序。针对减税降费后，财

政收支矛盾更加凸显，福建省财政厅

副厅长黄剑青介绍说，比照中央做法，

福建省级部门除刚性和重点项目支出

外，一律按照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

本部门开支，省级部门“三公”经费预

算压减6.6%。硬化预算执行约束，坚

持先预算后支出，除应急救灾等支出

外，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预算，

不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同

时，强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完善第

三方考评机制，坚持“花钱必问效、无

效必问责”，推进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

政资金。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的“三保”支出是财政平稳运行的底

线，不可突破。在上半年财政收支情

况发布会上，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郝

磊表示，中央财政加快对地方转移支

付下达进度，同时积极督促和指导地

方加强收支预算管理，做好基层财政

保障，确保“三保”不出问题。

作为“老、少、边、山、穷”地区

的典型，广西脱贫攻坚任务重，地方

财政运行困难，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实施减税降费带来的减收因素影响，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为此，广西财政

坚持财力下沉，在测算分配转移支付

时，统筹考虑市、县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形成的减收因素，提高财力投放的

精准性，重点向财力困难县倾斜，帮

助财政运行困难市县弥补因大规模

减税降费形成的财力缺口。截至6月

底，自治区财政累计下达市县转移支

付2181亿元，已达到2018年全年的

93.8%。

福建省财政厅出台办法，兜牢基

层“三保”底线，建立“三保”支出预

算安排事前审核机制，重点选取可能

出现“三保”不到位情况的财政困难

县（市、区），对其“三保”支出预算安

排进行进一步审核，对发现“三保”支

出落实不到位的，将予以指导并督促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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