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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包括企业所得税减按 20% 征收，以及自2014 年1月1日至 2016

年12月31日，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 万元（含10 万元）的，其所

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②小微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的环节也可以享受优惠。具体来看，

采取查账征收的小微企业，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

万元（含10 万元）的，如果本年度采取按实际利润额预缴税款，

其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可以按照小微企业优

惠政策预缴税款 ；超过 10 万元的，应停止享受其中的减半征税

政策。采取定率征收的小微企业，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

于10 万元（含10 万元）的，其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额不超过 10 万

元的，可以按照小型微利企业优惠预缴税款 ；超过 10 万元的，不

享受其中的减半征税政策。③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不再需要

审批。自《公告》发布起，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不再执行企业

申请、税务机关批准的管理方法，统一改为备案方式。

标本兼治化解产能过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曹建海认为，我们要采

取 “长短结合”的措施，短期的思路应以化解和治理过剩产能为

主，从长远看关键要建立防范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首先，着力

调整被扭曲的总需求结构，特别是提高消费率。提高消费率将为治

理由投资需求拉动的产能过剩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釜底抽

薪”的市场环境。由需求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逻辑，治理产能过

剩、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是调整需求结构，即大幅度提高消费率，

相应降低投资率，将有助于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向消费品生产领域

或服务业转型或进行产业升级。其次，应大力推进完善市场体系，

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完善市场体系，重点是深化

基础产业和土地、矿产资源、劳动力、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改革，使

市场更大范围、更为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推

进基础产业改革、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尤为重要。从今后

的改革方向看，基础产业改革的重点是放宽准入，形成竞争性市

场结构，同时在自然垄断环节形成有效监管，才会获得市场驱动而

非政府驱动的健康经济增长且有利于舒缓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

过度竞争。第三，放松市场管制，构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企业微观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应

推进政府的简政放权，各部门通过制定负面清单“非禁即入”的方

式，放松对微观经济的过度管制，促进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要

推进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第四，建立最严格的、不可逾越的、

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推进生产单位环保成本内部化，

防范高消耗、高污染产业的过度配置投资。具体来说，要健全资

源环境的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编

制资源环境资产负债表，明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测度和计量，设

置生态保护红线，并对领导干部实行资源环境离任审计，建立损

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推进绿色 GDP 核算体系，GDP 增长中，扣

除资源环境损失以及治理、恢复资源环境所需要的投入。

充分释放我国巨大创新潜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昌林认为，我国经济进入转型

发展阶段，应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着力深化经济科技

体制改革，使科研和创新相关主体各归其位，进一步营造良好的

体制政策环境，让我国巨大的创新潜力迸发出来。（一）建立开放、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释放我国的创新潜力，必须强化和保护

竞争，建立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优

化配置资源、激励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大力推进垄断性行

业改革。围绕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要求，以形成良性发展的创新

链为目标，深化电网、电信、药品流通等领域的改革，在全社会营

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二是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应实施

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力度，增加对盗版侵权的惩罚力

度，着力提高专利质量和效益，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健全知

识产权交易体系，规范知识产权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和

综合利用，切实改变目前“侵权易、维权难”的状况。三是建立支

持创新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应着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调整

优化金融组织体系，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和面向中小

企业的民营金融机构规范发展，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创业风险投

资，建立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二）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让

企业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一要全面落实企业研发投入税收抵扣

政策，扩大抵扣范围。要扩大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范围，增加有

利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条款。增强政策实施的操作性和

便利性，加强研发费用抵扣税政策辅导和咨询服务。二要明确政

府采购自主品牌的比例，完善招投标机制。切实加强需求政策对

自主创新的拉动作用。应制订政府采购政策实施细则，明确政府

采购自主品牌的比例，完善招投标机制。要建立政府采购政策实

施的跟踪、评价和监督机制。（三）推进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

让政府成为创新的有力促进者。一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革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体制。二是要建立推进创新的协调机制。必须

认识到，创新不仅是科技部门的事，它涉及众多部门。这些部门

分别管理创新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因此，促进创新需要加强科技、

经济等管理的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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