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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助力生态环境治理、乡村振兴和

脱贫攻坚、PPP立法、风险管理、物有

所值、合同管理、养老产业发展、绩效

管理、新基础设施、资产流动性—再

融资、项目融资、资金统筹模式等18

个圆桌论坛，130余位中外专家参与

了观点分享。河南省在论坛期间举办

PPP项目专场推介会，推介项目106

个、投资额2235亿元。论坛还为63家

机构设置了专门展区。同时，上海财

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分别举办边会，

发布2018年中国PPP市场透明度报告

和PPP术语手册。

本届论坛受到了广泛关注，来自

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金融

机构、中介机构、国际机构等约1500

名代表参加了论坛开幕式，30多家媒

体进行了报道。

为了解减税政策在微观企业层

面的实际效果，近期，财政部综合司

联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全面深

入研究了沪深两市3000余家上市公

司2015—2018年年报以及今年8月

底最新公布的2019年半年报，结果

显示，三年多来上市公司税负连续下

降，2019年上半年税负同比进一步减

轻，企业成本明显降低，上市公司税

负变化充分体现出减税政策取得了

实效。

从总体上看，上市公司税负连续下

降，减税政策发挥了降低企业成本

的实效

企业税负水平通常体现为企业当

期各项应交税金与营业收入之比。一是

从税负总水平看，2016年以来连续下

降。2015年上市公司税收支出与营业

收入之比为8.0%，	2016—2018年分别

为7.8%、7.6%和7.0%；2019年上半年

上市公司税收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

876.9亿元，同比下降5.9%（受纳税时

点、岁末缓税、企业税收筹划等多种

因素影响，半年报数据难以全面准确

反映实际税负情况，此处仅就税收支

出数额作同比比较）。二是企业税负

下降幅度总体呈现加速态势。2016—

2018年分别比上年下降0.2、0.2、0.6

个百分点。三是增值税下降幅度最

大。上市公司缴纳的增值税与营业

收入之比，从2015年的4.5%下降至

2018年的3.6%。同时，企业所得税支

出占全部税收支出的比重由2015年

的25.1%提升至2018年的27.0%，反

映出近年来我国税制结构不断优化，

直接税比重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从行业看，充分体现出减税政策瞄

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取向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减税政策落实落细
三千余家上市公司税负显著下降
财政部综合司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减税不再是着眼

于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权宜安排，而

是立足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

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呼应，是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上市公

司近年来税负水平变化体现了这一改

革取向：首先，住宿和餐饮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等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整体税负降幅

居于前列，税负水平分别从2015年的

9.7%、8.1%和8.7%下降至2018年的

7.6%、6.3%和6.4%。其次，在实体经

济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制造业，税负水

平也呈下降趋势，由2015年的7.8%

下降至2018年的6.9% ；与2018年同

期相比，2019年上半年制造业上市公

司税负水平由6.5%降至6.1%。由于

增值税占企业税负比重较大，且近年

来减税政策中增值税减税力度最大，

税负降幅较大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增值

税原税率为17%的制造业等行业，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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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出税收政策在经济结构优化、

推进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

从所有制看，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税负下降明显更快，民营经济的活

力进一步得到释放

截至2019年 8月底，沪深3744

家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比

约3成，非国有控股公司占比约7成。

201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平均税负为

7.8%，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平均税负

为8.2%，上市公司税负呈现“民高国

低”的格局。2016年，减税政策逐步

推开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税负保持

不变，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税负水

平下降至7.8%。2017年，非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税负进一步下降至7.5%，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税负仍保持在7.8%

水平，开始呈现“国高民低”的格局。

2018年，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税负

再度大幅下降0.9个百分点至6.6%。

改革至今，我国税收政策早已不再因

企业所有权性质实行差异化政策，上

市公司税负出现由“民高国低”到“国

高民低”的转变，主要是由于近年来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后，国有

企业从事公用事业较多，适用增值税

税率较高，而民营企业主要从事生产

生活服务、建筑、批发和零售等行业，

适用增值税税率较低。上述转变从一

个侧面折射出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

化，国民经济布局逐步优化；同时，

也反映出财税政策在激发我国经济活

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从竞争程度看，高竞争行业中的企

业税负总体较低，市场机制发挥作

用越大的行业减税政策效应越显著

通常来说，垄断程度越低、竞争

越充分，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越大。

以产业集中度衡量上市公司所在行

业的竞争程度，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两

类，一类是采矿业、信息传输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等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

另一类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

业。结果显示：一是竞争程度高的行

业企业税负普遍低于竞争程度低的行

业企业。2016—2018年两类企业的平

均税负分别为6.7%和8.4%。二是实

施减税政策后，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企

业税负降幅显著，从2015年的7.5%

下降至2018年的6%，特别是2018年

下降了1个百分点；竞争程度低的行

业企业税负总体较为稳定，2015年为

8.6%，2018年为8.5%。减税政策发挥

效应一定程度上受企业所在行业的市

场竞争程度影响，市场机制越顺畅、

市场作用越充分，企业获得的减税政

策效果越显著。

此外，受经济规模、行业差异、

竞争程度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

减税效果上的差异也较为明显。由于

东、中部地区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

行业的上市公司更多，民营企业更加

发达，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企业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保险业手续费

及佣金税前扣除比例等减税政策效果

体现得更加集中，2015年以来东部、

中部地区企业税负降幅更大，分别从

2015年的7.8%、8.0%下降至2018年

的6.8%和7.0%，均下降了1个百分

点，同期西部地区企业税负下降了0.5

个百分点。

总的看来，上市公司税负变化情

况表明，近年来，减税政策持续发力，

极大减轻了企业税负，激发了经济内

生动力和活力。特别是减税政策效应

下，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获益

较多，民营经济、竞争性行业受益较

大。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着力

点，减税政策不仅在实施逆周期调节、

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而且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激

发经济活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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