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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以来，安徽财政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助企纾困决策部

署，按照财政部要求，拿出“真金白

银”，坚持多管齐下，主动做财政收入

的减法，真心实意给企业减负，着力

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真金白银兑现减税降费政策

用好用足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安

徽省财政厅在国家授权范围内，及早

谋划并经省政府批准，目前已牵头出

台 6 项省级减税降费政策、会同相关

部门出台 3 项降费政策，这是历年来

出台地方减税降费政策最多的一年。

对标长三角，继续将部分车辆车船税

税额标准降至法定最低标准，并转为

长期政策，预计全年减税 5 亿元 ；对

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房产或产权为行

政事业单位房产的，阶段性减免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预计减费

超过 5 亿元 ；对重点群体和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继续按授权上限

扣除应纳税额，预计减税降费 1.1 亿

元 ；减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降低水

土保持补偿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和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费征收标准等，

预计减费约 6.5 亿元等。此外，按照

国家 50% 授权上限顶格减征“六税两

费”，全年预计减税降费 71.1 亿元。

真心实意送上免租“红包”

继 2020 年减免房租政策以来，安

安徽：以“真金白银+真心实意”助企纾困
安徽省财政厅

徽省第二次实施全省范围的免租政

策，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用房或产

权为行政事业单位房产的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免收 3 个月（2 月、3

月、4 月）房屋租金，并在此基础上，

对 2022 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再免收 3 个

月房屋租金，全年合计 6 个月（第四季

度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要通

过当年退租或下年度减免等方式足额

减免 6 个月租金）。截至 3 月 28 日，全

省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已累计为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租 1.42 亿元。

切切实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推进新型政银担业务，一季度已

拨付到位省融资再担保公司资本金 4

亿元和代偿补助 1 亿元，补充省级融

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 8052 万元。截至

3 月底，全省新增政银担业务 281.57

亿 元，服 务 小 微 企 业、“ 三 农 ”等 各

类主体 1.7 万户，平均担保费率降至

0.84%，聚力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

融资发展。兑现直接融资奖补资金，

审核各地上报的奖补申报材料，已兑

现 94 家企业直接融资奖补资金 8250

万元，范围覆盖挂牌股改、辅导备案、

成功上市等主要阶段。支持设立产业

引导基金，统筹整合各类专项资金

81.1 亿元设立引导基金。参与中金百

联在安徽省的新兴产业基金设立组建

工作，推动基金落地安徽。加大制造

业融资财政贴息力度，继续实施总融

资规模 1000 亿元的制造业融资财政

贴息政策，专项支持全省制造业新建

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不含土地价款）

建设，全省累计兑现贴息资金 1.2 亿

元，较去年增长 1.4 倍。 

不折不扣落实惠企奖补政策

推动省级助企纾困资金一季度拨

付到位。安徽省财政厅主动对接主管

部门，细化任务、优化流程、倒排工期、

加快资金拨付，截至 3 月底，省级助

企纾困资金 27.7 亿元已全部拨付至企

业，惠及 2015 个项目，“政策红包”点

对点送达企业，稳定了市场主体预期，

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落实小微企业

留抵退税政策，按照财政部有关小微

企业留抵退税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迅

速完成支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专项

资金测算分配，一季度已下达市县专

项 补 助 资 金 128 亿 元。利 用“ 资 金 +

债券”方式支持产业园区建设，一季

度已拨付 7.8 亿元支持打造皖北产业

承接平台，拨付 2.5 亿元支持江北江南

产业集中区建设，同时，已发行 116.4

亿元的专项债券，用于支持全省 103

个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打

好工业投资“攻坚战”提供资金保障。

驰而不息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在财政厅门

户网站设立《安徽省财税优惠事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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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专栏，进一步提升清单查询功能，

动态更新发布国家和省减税降费政策，

方便市场主体对照享受。积极推进“徽

采云”平台电子卖场建设，推动“互联

网 + 政府采购”建设，提升政府采购规

范化、便利化水平，解决了目前省内

7 个卖场低于受限，管理体制不一、供

应商需多次征集等问题，为采购人和

供应商参与电子卖场交易提供了全省

“一网通办”服务，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大幅提升。扎实做好“新春访万企、助

力解难题”活动，到市县、到园区热情

接待来访企业，积极收集企业诉求，

把企业反映的诉求当做“必答题”，推

进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

题”转变，真正让企业感受到“雪中

送炭”的温暖、“雨中打伞”的贴心。

责任编辑  刘慧娴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财

政局着力发挥中心城区区位优势，积

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

级，优先发展三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

业，逐步形成了以建筑房地产业、金

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商业服务业

及现代工业为支撑的地方财源体系。

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区级财政把财

源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针对财

源建设中存在的制约瓶颈，以问题为

导向，科学谋划，完善机制，精准施

策，不断增强财源建设发展后劲。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完善

财源建设工作机制。财源建设的根本

目的是实现财政增收，形成规模和效

益的有机结合以及经济和财政的良性

互动。财源建设的主体是政府，要形

成经济规模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

标导向，建立起财政与其他经济发展

部门相合作、产业发展与土地规划相

配套、区与乡镇街道统一布局联动的

财源建设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将财

源可持续增长作为地方经济发展重要

目标和部门考核指标。

二是充分调动积极性，大力推进

山东东营：不断增强财源建设发展后劲
田苗｜隋连江｜毕建现

综合治税。完善综合治税体系，着力

构建起“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

合、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的税收保障

工作新格局。健全完善综合治税工作

体系，充分发挥区综合治税和财源建

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职能，以责任清

单方式明确各部门协税护税职责，分

解综合治税任务。将各部门职责履行

情况、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

核内容，将行业税收增减情况作为行

业主管部门业绩考核指标之一，客观

评定各部门综合治税工作实绩。坚持

部门联动、信息共享，深入开展六大

税种清缴行动，扩大税源基础，严防

跑冒滴漏，确保应收尽收。

三是进一步涵养财源，推进财源

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和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旅游休闲产业、金融服务产业、

健康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在

财源建设过程中，要探索更加积极有

效的产业发展组合拳，抓紧形成东营

区地方财源真正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抓牢园区这个财源基地，加强园区建

设，突出特色、提高利用率、增强集约

发展水平，以园区为单位打造产业财

源新增长点。以项目建设为主要手段，

开发储备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

展前景广阔、示范带动作用强、对地

方经济发展和财源发展有重要支撑的

项目，增强财源建设的后劲。扎实推

进“三区两园一港一谷一基地”建设，

重点以东营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为目标、以化工产业园区获批省级化

工园区为契机，加快谋划落地一批高

端项目，迅速形成新的财源增长点。

四是健全政策扶持体系，提高招

商引资质量。梳理全区现行各类优惠

政策，参考借鉴周边县市区出台的相

关政策，综合考虑现有存量企业、目

标招引行业和全区财政可承受能力，

对现有政策进行调整完善，在安抚、

留住本地老企业的同时，吸引新的财

源入驻。转变财政资金扶持方式，强

化资本对产业和财源发展的支持作

用。统筹整合现有产业基金，做大做

强基金规模，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作用。进一步提高招商引

资质量，不仅仅是把企业拉过来，更

重要的是把税收引进来、把资源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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