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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收優惠政策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稅費優惠政策指引》

《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稅費優惠政策指引》

《軟件企業和集成電路企業稅費優惠政策指引》

《支持鄉村振興稅費優惠政策指引》

120項稅費優惠政策措施，覆蓋企業初創、成長、成熟
整個生命周期。包括科技企業孵化器和眾創空間免徵
增值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

39項稅費優惠政策，為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負
擔、促融資、助創業。包括小規模納稅人階段性免徵
增值稅，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企業所得稅100%加
計扣除，小型微利企業減免企業所得稅等。

21項針對稅費優惠政策，支持軟件企業和集成電路企
業發展。包括軟件產品增值稅超稅負即徵即退，國家
鼓勵的軟件企業定期減免企業所得稅等。

09項針對鄉村振興的稅費優惠政策，支持農村基礎設
施建設、推動鄉村特色產業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
展。包括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企業所得
稅「三免三減半」；農村電網維護費免徵增值稅等。

◆小微企業（含個體工商戶）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

◆製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

◆中小微企業設備器具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

◆航空和鐵路運輸企業分支機構暫停預繳增值稅政策

◆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收入免徵增值稅政策

◆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

◆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徵增值稅政策

◆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

◆快遞收派服務收入免徵增值稅政策

◆小微企業「六稅兩費」減免政策

◆小型微利企業減免企業所得稅政策

◆製造業中小微企業延緩繳納部分稅費政策

◆特困行業階段性緩繳企業社會保險費政策

部分政策一覽

來源：中國國家稅務總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凱雷

289項稅收優惠出台
涉小微企及芯片業

盼減稅降費政策盡快盡數落地 讓納稅人繳費人盡享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凱雷 北京報道）今年以來減稅降費政策頻出，中國國家

稅務總局最近更新發布了多個稅費優惠政策指引，涉及創業創新、小微企業、軟件和芯片

行業以及鄉村振興等領域的289項稅收優惠政策，以期減稅降費政策「大禮包」盡快盡數落地，讓

納稅人繳費人盡享紅利。

疫情疊加多重因素，中國汽
車產業短暫「遇冷」。4月當
月，中國汽車產銷分別完成
120.5萬輛和118.1萬輛，環比
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

穩步推進復工復產、加快疏
通產業鏈堵點卡點、提振汽車消費……一段時間
以來，一系列舉措密集出台。從整車企業到零部
件供應商，努力穩產保鏈，堅定務實發展。

觸底反彈 乘用車零售降幅收窄
4月以來，中國汽車產業鏈、供應鏈經歷考驗，

部分企業一度停工停產，物流運輸受到影響。穩
住汽車產業發展，最關鍵的就是穩生產、穩產業
鏈。

針對企業面臨的現實困難，中國工信部會同有
關地方和部門迅速採取行動，組織搭建「汽車產
業鏈供應鏈暢通協調平台」，建立協同聯動機
制，累計推動解決企業物流運輸和復工復產問題
4,000多批次。

以龍頭企業為牽引，以點帶鏈。工信部數據顯
示，截至5月19日，上汽集團、特斯拉在上海的
工廠自復工以來，累計分別實現整車下線2.1萬輛
和2.6萬輛。上海市已有1,200餘家汽車零部件企
業復工復產。

抓住關鍵環節，暢通生產循環。江蘇設立汽車
產業鏈協調保供工作組，重點監測紅燈（庫存小
於3天）、黃燈（庫存小於7天）供應商；安徽加
強產業鏈跨省協調，幫助江淮、蔚來、奇瑞等重
點企業協調解決40餘家上游供應商跨省運輸困難
等問題……

「汽車產業復工復產取得階段性成效，觸底反
彈的動能正在集聚。」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說。
根據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統計，5月1日至15
日，全國乘用車零售48.3萬輛，降幅較上月同期
收窄。

車企承壓 供電企業加大幫扶
重慶兩江新區賽力斯兩江智慧工廠副總經理何

明波介紹，企業前期對關鍵零部件進行了儲備，
並實時調整排產計劃、優化物流體系，全力保障
產品交付，訂單量也持續攀升。

「我們在煙台、合肥都有工廠，這兩地都出現

過疫情，但快速控制住，企業正常運轉沒有受到
影響。」動力電池管理系統製造商力高新能源創
始人王翰超說，雖然沒有年初預期理想，但 4
月、5月發貨仍實現增長。

企業研發、擴張計劃沒有改變，今年將擴大煙
台、深圳研發中心規模。

一些大型企業也加大對汽車產業鏈上企業的幫
扶。納鐵福傳動系統有限公司（平湖分公司）主
要生產新能源汽車驅動電機。「國網浙江平湖市
供電有限公司駐企服務，幫助我們及時縮減電費
偏差，指導用閒置屋頂安裝光伏，節約用能成
本。」企業負責人介紹。

刺激消費 加快建新能源車配套
辛國斌說，工信部正抓緊研究穩定和擴大汽車

消費的政策舉措，持續加大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
力度，促進汽車消費加速回升。「我們鼓勵有條
件的地方出台有含金量的促消費政策，開展新一
輪新能源汽車下鄉活動。」

此外，當前，充電樁、換電站等配套設施建設
加快。天眼查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中國擁有換
電站相關企業1,490餘家。記者從工信部了解到，
工信部正組織實施公共領域全面電動化和換電模
式應用試點。

辛國斌說，下一步，還將補齊汽車芯片等短
板，推動電動化與智能網聯技術融合發展。

◆新華社

汽車市場難行 多措逆轉困境

◆穩住汽車產業發展，最關鍵的就是穩生產、穩
產業鏈。圖為河北省元氏縣一家新能源汽車企業
的生產線。 新華社

國家稅務總局21日發布消息稱，
為進一步落實好新的組合式稅

費支持政策，近日更新發布了《「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稅費優惠政策指
引》、《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稅費
優惠政策指引》、《軟件企業和集成
電路企業稅費優惠政策指引》、《支
持鄉村振興稅費優惠政策指引》等四
個稅費優惠政策指引。

延長部分優惠政策執行期限
更新後的相關指引文件，增加了新
出台的稅費優惠政策，特別是2022
年黨中央、國務院推出的新的組合式
稅費支持政策；同時刪減掉已執行到
期的部分稅費優惠政策；並且，延長
了部分稅費優惠政策執行期限，如增
值稅小規模納稅人階段性免徵增值
稅、重點群體創業就業稅費優惠、投
資初創科技型企業稅收優惠等。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此次集中
更新發布的稅收優惠政策指引，共計
289項稅收優惠政策，涉及創業創

新、小微企業及個體工商戶、軟件企
業和集成電路企業以及支持鄉村振興
等領域。

可在稅務總局網站對照查詢
國家稅務總局表示，相關四個指引

均可在稅務總局網站查詢，廣大納稅
人繳費人可以對照指引找到適合自身
的優惠政策，及時充分享受政策紅
利。
下一步，稅務部門將改進稅費政策

落實工作，創新稅費服務便民舉措，
精準推送稅費優惠政策，持續優化稅
收營商環境，進一步培育和激發市場
主體活力。
今年以來，面對新一輪疫情衝擊，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央部署新
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預計全年退
稅減稅約2.5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
今年稅費支持經濟的政策從過去

「減稅降費」擴展到「減稅降費+緩
稅緩費」的政策組合，從多方面為企

業減負紓困；其中減稅與退稅並舉，
增值稅留抵退稅約1.5萬億元。

專家：稅費支持政策落地速度加快
專家分析，今年稅費支持政策聚焦

三大重點，首先是聚焦中小微企業，
減稅、緩稅、退稅、降費等多項政策
疊加，優先支持小微企業退稅。
第二是聚焦製造業、科學研究和技

術服務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
供應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
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交通運輸倉儲
和郵政業等6個行業，通過實施留抵
退稅等政策，有效緩解企業資金壓
力，助推企業轉型升級。
第三是聚焦科技創新，激勵企業加

大研發投入，提升科技創新水平。
另外，今年稅費支持政策落地的速

度明顯加快。在留抵退稅進度大幅提
前的同時，國家稅務總局等相關部門
正在將一系列減稅政策從「紙面」落
實到企業的「賬面」，以盡快緩解企
業資金壓力，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疫情反覆下應對
經濟下行壓力加
大，減稅降費繼續
扮演重要角色。今
年規模約2.5萬億元
的減稅退稅政策，

規模之大遠遠超出市場預期，加快落
地見效，讓企業應享盡享是當務之
急。
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
長、研究員楊志勇表示，減稅減的是
真金白銀，讓市場主體普遍受益，只
要符合條件，企業和市場主體都可以
直接從中受益，有利於市場主體成
長，激發市場活力，「放水養魚，水
多魚多，水深魚大」。
楊志勇指，當前減稅覆蓋面廣，所
涉及稅種包括增值稅、個人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六稅兩費」（包括資
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城
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不含證券交
易印花稅）、耕地佔用稅和教育費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等減免。「任何
一個市場主體只要在經營，基本上都
可以享受到減稅降費的好處。而且，
減稅降費的力度總體在加大，不少階
段性減稅降費政策到期後延續且得到
優化。」
楊志勇同時強調，減稅降費政策，
最重要的目標是激發市場活力。「減
稅降費規模再大，與市場上的資金相
比，數額也是小的，因此，關鍵是激
活市場，在促進民間投資上，減稅降
費應更有針對性，並與制度改革相結
合，加快建立現代財稅體制，完善宏
觀經濟治理，更好地統籌政府財力。

助企業恢復經營 進一步優化防疫政策
另外，一些企業在疫情下經營困
難，沒有收入，他們反映無法享受到
減稅政策。楊志勇認為，政府關鍵是
要改善經營環境，促進市場繁榮，比
如幫助遇到困難的企業恢復經營，進
一步優化疫情防控政策，讓這些企業

有適當的經營機會。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則指

出，在「放水養魚」、「保市場主
體」的思路下，減稅降費和助企紓困
政策效果顯現，工業企業尤其是民營
企業的費用明顯降低，營收利潤率逆
勢上行。
但同時，中國內外部環境日趨複雜

嚴峻，國內疫情和輸入性通脹風險均
未消退，宏觀政策有必要在現有基礎
上繼續加碼，並定向支持民營企業、
中游製造行業。
鍾正生建議，貨幣政策的重點應是

用好用足支農支小、碳減排、清潔生
產、科技創新、物流、養老等多項再
貸款支持工具；財政政策加快落實減
稅降費和留抵退稅政策的同時，亦有
必要在消費、基建領域推出更具擴張
性的計劃；產業政策的重點則在於進
一步保供穩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凱雷 北京報道

減稅降費關鍵是激活市場

◆國家稅務總局最近更新發布了多個稅費優惠政策指引。圖為天津市和平區稅務局工作人員早前指導納稅人進行小微企
業增值稅留抵退稅操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