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延续和优化实施部分阶段性税费优惠政

策”，包括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等一系列举措，

预计每年减负规模达4800多亿元。

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减税降费

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助企纾困需要，

举措更加精准，突出对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等支持，支持企业研发创新，为微观

主体发展增信心、添活力。

3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延续和优化实施部分阶段性税费优惠

政策，以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包括将符

合条件的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的政策，作为制

度性安排长期实施；将减半征收物流企业

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

减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延续实施至

2027年底；将减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所得

税政策、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延续实施至2024年底；今年年底前继续对

煤炭进口实施零税率等。以上政策预计每

年减负规模达4800多亿元。

2022年，我国实施系列税费支持政策

成效明显，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

缓费金额超过4.2万亿元，为助力稳住宏观

经济大盘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税费

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

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表示，此次会议主要是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

减税降费正从规模数量型转向效率效果

型。总体上看，此次会议延续的政策仍是

侧重支持中小微企业，助企纾困，降低企

业负担，继续呵护实体经济，通过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促进科技创新和研发，从中长

期提高企业竞争力。

从企业调研情况来看，减税降费政策

直击经营主体的痛点和难点，把“肥”施到

了企业发展的根上，能发挥比较明显的减

负纾困效果。据统计，2022年全国10万户重

点税源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的负担

下降了2.7%，企业的现金流增加了，发展活

力增强了，应对风险挑战的韧性更足了。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的减税降费政策

中，将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的政策，作为

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是一大亮点，有利于

稳定企业预期、提振企业创新发展的信心。

“经过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

实施和效应显现，有必要将临时性、阶段

性政策中好的做法制度化延续下来，制

度化有利于稳定市场主体的政策预期。”

罗志恒说。

如何计算提高加计扣除比例这一政

策举措的含金量？北京智方圆税务师事务

所董事长、主管合伙人王冬生说，假定纳

税人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研发

费用是100万元，加计比例是75%，可以多

扣除75万元，少缴所得税18.75万元。加计

比例提高到100%后，可以多扣除100万元，

可以少缴25万元所得税，国家对纳税人研

发费用的补贴比例提高到25%。这对于鼓

励纳税人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需要长期

研发的项目投入，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更

加有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

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此次税费优惠的

安排也反映出精准施策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导向。例如，将减半征收物流企业大宗

商品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延续

实施至2027年底，将有助于我国现代物流

行业的建设，助力我国建立现代化的产业

体系；今年年底继续对煤炭进口实施零税

率将有助于降低我国能源成本并支持实

体经济的发展；将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研

发费用税前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
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将更

加有利于增强我国各类市场主体投入研

发的信心及动力，助力我国实现科技强国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做好政策宣

介，积极送政策上门，确保企业应享尽享。

“事实上，当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税收优惠政策也相应调整，税收优惠更应

着重于精准性，这样既有利于促进产业的

发展，增强市场的预期，也有利于财政的

可持续性。”李旭红说，要加强税费优惠政

策的管理以保障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要

促进税费优惠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助力夯

实今年宏观经济开局良好的发展趋势。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日前，

在倾心倾力落实好“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首批措施的同时，税务总局进一步聚焦纳

税人缴费人的新诉求新期待，又接续推出

了第二批25条便民服务措施。税务系统今

年将深入开展好“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落

实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不断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实体

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 据新华网

近段时间，车市刮起一阵降价风，燃

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均参与其中，且参与的

车企、降价的车型数量均超过以往。不过，

专家指出，汽车产业关乎地方经济和区域

稳定发展，车企“自杀式”的价格战不会持

久。现在汽车市场已经进入创新驱动的竞

争时代，车企除了要研究价格策略、品牌

策略之外，更要靠技术创新去打造自身的

产品体系和竞争格局。

从年初特斯拉宣布降价开始，到近

日湖北开启“史上最强”购车补贴季，截

至目前，已有近100款车型加入价格战，

燃油车、新能源汽车，自主、合资、独资等

品牌纷纷参与，降价幅度从几千元到几

十万元不等。一时间，一场车市降价潮正

席卷全国。

是什么原因让这次降价力度如此之

大、涉及车企范围如此之广？此次降价潮

对车市的影响几何？近日，记者进行了调

查采访。

今年年初，特斯拉率先拉开价格战

的序幕，随后赛力斯AITO问界品牌也跟

进降价约3万元，1月17日小鹏汽车官宣

整体降幅2万元~3.6万元。这股来自新能

源汽车的星星之火，迅速转变为如今的

燎原大势。

进入3月，湖北省政府部门与车企推

出堪称“历史最强”的政企联合补贴东风

系品牌。一辆原售价21.19万元的东风雪铁

龙C6，政企综合补贴9万元后，仅需12.19
万元；中国一汽面向吉林省消费者推出

“旗惠吉林———亿元限时惠民补贴”活动，

一汽奥迪旗下A6L则在多个门店都有高达

8万元的折扣，且全系均有现车；3月10日，

长安汽车旗下长安深蓝最高综合补贴达

4.2万元，一天之前，比亚迪针对宋PLUS车

系和海豹推出下订抵扣购车款活动，变相

为两款爆款车型直接降价6800元和8800
元……

记者从重庆多家东风雪铁龙经销

商处了解到，重庆地区也在进行降价，

其中C6最多可优惠5万元，多店目前

已经没有现车。部分地区、部分品牌的

降价行为已经引发车市的连锁反应，3
月车市的价格竞争异常激烈。记者从

重庆多家奔驰门店了解到，店内不少

车型有5万元左右的优惠，最高优惠可

达7万元。宝马门店则表示，新能源车

最高降幅为10万元，燃油车最高降幅

为7万元。

记者注意到，最近汽车行业的一波降

价潮与以往不同，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都

有参与，且参与的车企、降价的车型数量

均超过以往。

“这么大的力度，也都是因为有政府

补贴。”重庆一家东风雪铁龙4S店工作人

员说，东风系现在正在遭遇转型和销量困

境，不然不会用全系降价这种激进的促销

方式。

此外，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了燃油车

降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他表示，被称为

“全球最严排放标准”的国六B政策将在

今年下半年实施，这为燃油车大规模去

库存点燃了最终导火索。一旦新标准开

始全国执行，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型不

能销售、注册、上牌，这意味着部分燃油

车的老款车型面临淘汰。对于燃油车车

企来说，现在降价出售，无疑是降低亏损

的最好办法。

受疫情和春节影响，前期燃油车库存

本身就已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统计，1月国内汽车经销商库存预

警指数为60.8%，2月为58.1%，均高于50%
荣枯线。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统

计，今年2月新能源车国内零售渗透率为

31.6%，环比提升近7个百分点，新能源汽

车的占比不断上升，令燃油车销售雪上

加霜。

因此，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在燃油车

购置税减半政策退出、国六B排放标

准实施在即、新能源汽车不断冲击、车

市整体较为低迷的情况下，燃油车车

企只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通

过降价促销来求生存、吃下更多市场

份额。

“当下的汽车产业，无论是传统，还是

新势力，面对‘红海一片’的行业竞争，

‘难’已成为各家的常态。”重庆大学机械

与运载工程学院教授郭钢表示，一些以生

产各类结构件为主的传统汽车零部件配

套商，利润率是比较低的。一旦整车价格

下探，配套商利润将进一步被压缩，加上

自身融资能力不足，可能会面临更加困难

的处境。

重庆市汽车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陈学勤认为，超常规降价将使过去行业建

立起来的稳定商业预期被打破，从而影响

备货、库存和物流等商业环节的正常运转。

对此，专家指出，汽车产业关乎地方

经济和区域稳定发展，车企“自杀式”的价

格战不会持久。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企业加政府空前

优惠的购车补贴政策，仅是一个类似“双

十一”这样暂时的促销活动。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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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纷纷降价为哪般？

强信心促创新 4800多亿税费优惠延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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