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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疫情防控，保障重点物资生产的优惠政策。1—5月，重

点物资保障生产企业享受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4.8亿元，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为居民个人提供收派服务

减免增值税7.6亿元等，为从事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发展增

添了动力。

（三）稳定就业“激活力”。充分释放减税降费红利，

把更多资金留给企业和个人，起到保就业、增收入、促消

费的积极作用。一是提高个人收入促消费。1—5月，个税

改革累计减免260亿元，全省超七成纳税人无需缴税，人

均增加可支配收入超千元。截至目前，全省已为503万人

办理个税汇缴退税，累计退税23.1亿元。二是降低社保成

本稳就业。根据国家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降低江苏企业人力成本，创造更多就业需求，1—5

月，减免社保费合计761亿元。

（四）助力研发“强驱动”。减税降费充分发挥税收激

励效应，鼓励研发投入促进创新，为企业转型升级带来诸

多利好。2019年企业所得税汇缴数据显示，4.09万户企业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1488.81亿元，同比增长28.47%，

研发投入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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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全方位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
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今年以来，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广东省坚决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聚焦支持疫情防控保供、

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实施效果明显，在2019年累计减税降费3044亿元的基础

上，2020年1—10月全省实现减税降费2623 亿元（含社

保费1769 亿元）。

全方位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一）政治站位“讲高度”，强化政策落实组织保障。

广东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作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

容，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

来，强化责任担当，提早准备、周密安排，确保各项减税

降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等部门周密

部署、统筹推进，将减税降费、抗疫防控工作纳入重点督

办事项，建立财税等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密切配合，对国

家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迅速行动，按照“能快则快、

能低则低、能简则简”的原则不折不扣落实，同时在地方

权限内，根据广东实际出台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全省21

个地市均建立本级减税降费工作协调机制，有效提高了

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质效。

（二）系统谋划“挖深度”，紧密配合出台系列政策。

依托财税协调工作机制，财税部门密切配合，提前研究系

统谋划，在地方权限内，提出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

产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建议，并被省委省政府采纳。2月

6日，广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稳定运行的若干政策

措施》，明确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的一

揽子政策措施，包括阶段性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

目的收费标准；对符合延期缴纳税款条件的困难企业依

法延长不超过三个月的税款缴纳期限；对纳税确有困难

的企业，依法合理予以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2月27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

通过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方式，支持出租方减免物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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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落实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3%降至1%的

政策，延长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实施时间等。全省各级财税部门均积极研究制定贯

彻落实措施，如省税务局在全国税务系统率先发布“广东

税务十条”，积极响应各类企业特别是疫情防控等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涉税诉求；广州、珠海、佛山、东莞等市财

政、税务部门第一时间配合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复

工复产政策。

（三）宣传辅导“增广度”，点面结合确保宣传到位。

坚持全面宣传和精准辅导相结合。一是渠道融合全覆盖

宣传。通过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座谈会、门户网站和

政务微信等多种渠道，运用热点问答、图解、宣传手册、

信息推送、短视频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持续扩大政

策知晓面，让各项支持抗疫的减税降费政策“家喻户晓”。

二是点对点问需问计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联合

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广泛听取其对减税降费工作的

意见建议。召开重点行业企业座谈会，邀请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行业企业代表，以及省政府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参与，共同为复工复产出谋

划策。会同相关部门发起“战疫情、促发展·暖企行动”。

税务部门在全省开展“百名局长连千企”活动，建立“点

对点”服务机制，主动征集、协调解决企业涉税需求和   

诉求。

（四）服务助企“提温度”，优质服务提升企业体验。

一是全面铺开“一次不用跑”改革。推广“网上办”“预约

办”“线上办”，实现涉税缴费事项全程网上办理。目前，

广东省90%以上的税费业务可通过网上办理。二是畅通

非接触式咨询渠道，在线互动解决企业难题。依托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政企微信群、政企QQ群、微信小程序等

非接触式渠道开展财税企三方互动，收集到纳税人缴费

人需求和诉求后，分类整理归集，积极通过多渠道、多形

式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多批次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建议。

三是细化政策执行指引。动态更新发布《广东省支持服务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政策措施指引》，包含3方

面17类77项政策措施。分税种、行业、环节发布各类操

作指引、征管通告、政策问答等，让纳税人缴费人懂政策、

会操作、快享受。

（五）收支管理“强力度”，开源节流支持减税降费。

坚持开源节流并重，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在预算安排

方面加大对应对疫情、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支持力度。一

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研究制订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促进

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方案，在年初压减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大省本级一般性支出压减力度。二是强化各类资金

的统筹。通过盘活国有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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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力盘活存量资金资产等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弥补减税

降费政策带来的减收影响。2019年起分类分档提高国资

收益收缴比例，将金控投资及资本运营类企业收益收缴

比例从30%提高到50%，增量部分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加大省财政对市县特

别是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2020年省级安排对下

转移支付及债券转贷资金4495.72亿元，占比达到66.5%，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比重达79.1%，有效增强

地方财政保障能力，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四是用足用

好中央直达资金政策。按照中央有关直达基层、惠企利民

要求，省级坚持做好“过路财神”，除省级预留机动的73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以外，其余直达资金512.33亿元

全部下达至市县基层，同时加强资金跟踪监控，不做“甩

手掌柜”。五是加强对财政收支形势的分析研判。强化对

各地财政收入、重点支出和库款规模的监控，对于收支矛

盾突出、库款流动紧张的地区，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支持，

促进财政收支平稳运行。

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分析

2020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

优惠政策以及2019年年中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

良好，在支持抗疫保供、助力复工复产、刺激居民消费、

稳定外贸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增值税优惠组合拳为企业送去“及时雨”。一是

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助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对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公共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快递派送等生活服务

行业企业实施免征增值税政策，极大缓解了企业经营压

力，有效减轻了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税收负担。如珠海怡景

湾大酒店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收入锐减，但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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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使该企业今年1—11月所属

期申报免税销售额（提供生活服务

取得的收入）5151.06万元。江门市

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台山汽车总站

88%的收入为公共交通运输收入，

从1月起享受提供公共交通运输

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红利，

1—11月免税收入4926.54万元，大

大减轻了企业的税费负担。二是

增值税留抵退税极大缓解了企业

资金压力。增值税留抵退税全额退

还，是当前最直接解决企业因留抵

税额带来资金占用问题的税收优

惠政策。如广州粤芯半导体有限公

司是国内第一家以虚拟IDM为营运策略的12英寸芯片制

造公司，也是广东省及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唯一进入量产

的12英寸芯片生产平台。该企业由于前期筹建累计了大

量留抵税额，疫情以来及时获得5.84亿元退税款，解决了

企业急需追加投资的资金困难。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

司2020年1—11月共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8.16亿元，自

建设以来共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14.24亿元，增加了企业

运营资金流，有力促进了中科炼化项目在今年6月16日

顺利投产，并于10月出口首批油品6万吨。

（二）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送上“暖心包”。疫情期

间，国家出台了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的所得

税税收优惠政策，广东省部分企业迅速转向防疫物资生

产，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抗疫”助力并孕育了新

的增长点。如韶关泰洁防护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新办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前期已向银行贷款900多万

元，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购置新设备一次性

税前扣除政策出台后，该企业在今年第三季度申报享受

一次性扣除金额资产原值为729.77万元，享受一次性扣

除政策后可减免税款177.94万元，有效促进了企业的设

备投资和技术引进。

（三）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为稳外贸注入“强心剂”。

提高出口退税率、优化出口退税流程等政策措施增强了

外贸企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如广东木森日用品有限

公司受疫情在全球蔓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税

务部门实行出口退税“随到随审”，今年累计办理出口退

税7022万元，很大程度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中

山市力科电器有限公司2019年出口额近1.5亿元，疫情使

其面临出口成本提高、资金压力增大的难题。2020年，企

业已累计收到1200.5万元的出口退税，资金压力得以缓

解，企业开始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实现保订单稳产能。第

127届广交会首次在线上开展，广东税务部门围绕“用足

用好出口退税政策”开展直播云辅导，针对参展企业购进

新媒体业务和直播器材、开具电子发票以及出口退税等

方面内容开展详细业务辅导，帮助企业提增底气。

（四）社保费政策成为减税降费政策的“主力军”。疫

情期间，国家出台一系列的社保费免征、减征、延缴、缓

缴政策，为企业降低用工成本、增强复工复产信心注入了

一剂“强心针”。调查显示，接近90%的企业反映社保费

“免”“减”“延”“缓”政策受惠明显，可以迅速降低社保费

用占比和人工成本。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广州地铁

日均客流量出现大幅下降，疫情防控又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开支增加，公司原本的招聘计划面临巨大压力。

广东出台的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给企业注入了

一剂强心剂，为广州地铁集团减负超过一亿元，使其招聘

计划得以顺利延续。

责任编辑  张小莉

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李煜  摄  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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