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惠企减负、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更多政策举措正在酝酿中。记者从12月4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

策宣传周电视电话会议现场获悉，相关部

门将进一步聚焦企业“急难愁盼”，统筹谋

划2024年减轻企业负担工作，进一步谋划
出台新的惠企纾困政策，加强财税、金融、

投资、科技、土地等各类政策的协调联动，

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为企业减负是激发企业生机活力、促

进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除了税费优

惠政策之外，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国务院部门涉企保证金

进行优化调整，不断提升减负制度效能；在

金融管理部门引导下，银行业再掀一轮“减

费让利潮”，多银行公告对部分服务价格进

行调整，有效降低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

的综合金融成本……临近年底，减负政策

一系列“组合拳”相继打出。

此次电视电话会议中公布的一组组

最新数据，也勾勒出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

最新进展和成效：

———税费优惠是直接有效和公平的惠

企政策。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郭垂平介绍，

今年前10个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缓费超1.6万亿元，其中，民营经济纳税人新
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2385.6亿元。

———治理违规收费，切实降低企业负

担，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价

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副局长嵇

小灵介绍称，自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

2023年涉企违规收费整治工作以来，初步
统计，截至10月底，共检查收费单位7.44万
家，减轻企业负担约15亿元。

———各地聚焦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

积极强化整改整治。浙江省查处涉企违规

收费问题140个，涉及违规收费4200多万
元；云南省指导驻滇商业银行开展收费自

查工作，督促清退违规收费700多万元……
经营主体对“真金白银”的减负政策

最为关注，它们感受到的减负效果如何？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4日发布
《2023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对全国31个省市8100余
家大中小微型企业开展调查。

《报告》显示，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减税政策以及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

保险费率等降费政策应享尽享率均在80%以
上；九成左右企业对当前营商环境总体感到

满意，并表示较上年持续优化；八成以上企业

反映各类涉企行政事项清单在知晓度、查询

便利度和清晰易懂方面整体表现良好；2022
年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后，92%
的企业反映目前不存在涉企违规收费情况。

记者从此次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相

关部门将统筹部署，在抓好惠企减负政策

实施落地的同时，积极谋划2024年减负工
作新思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要把稳增长、减负担的要求贯穿于明年的

工作中，从强化金融支持、推进减税降费、

完善服务体系等多方面推动细化措施落

地，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围绕涉企法规制度的实施，相关举措

将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辛国斌表示，

将持续抓好涉企行政事项清单制度的实

施，从制度上为规范行政行为、提升减负

效能提供支撑，推动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

账款长效机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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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陕西经济增长合力
西北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向西开放的地理前沿，国际产能投资合作

进入全新发展阶段。近年来，陕西积极主

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制度创新、扩

大开放合作、国际产能合作取得新进展。陕

西省商务厅多措并举着力于双向开放，不断

扩大国际“朋友圈”，深度链接全球资源；着力

于推进开放平台建设，中国（陕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简称“陕西自贸试验区”）打造开放型

经济发展主阵地；通过中欧班列、西安国际航

空枢纽等通道建设，有效提升了陕西省的对

外开放水平。总之，陕西着力于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汇聚陕西经济增长合力，助力陕西

高质量发展。

陕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取得长足发展

十年来，陕西积极打造内陆改革开放

高地，全力建设“一带一路”交通商贸物流、

国际产能合作、科技教育合作、国际文化

旅游、丝绸之路金融五大中心，畅通道、聚

物流、促经贸、引产业、汇人文，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搭建中外经贸、产

业、人文等合作交流平台。十年来，陕西省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累计进出口值

11239.7亿元，年度进出口总值由2013年的

416.6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2161.1亿元，年

均增长20.1%，占全省外贸总值比重由2013
年的33.4%增加到2022年的44.7%。

西安圣雪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哲在谈及陕西开放经济发展中的企

业获得时说：“随着陕西省开放经济发展我

们通过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往来，打

开了国际视野，拓展了我们企业的发展思维，

为我们的羊绒制品声名远播开拓了新的发展

路径；国际订单逐年递增，比如，我们的纱线

和羊绒制品的半成品出口到尼泊尔，为他们

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径，他们把半成品加工为

成品销售出去，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今后

我们企业也要不断地迭代创新，不断调整产

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个

性化需求，使我们的羊绒制品形成不可替代

的品牌效应，让客户有更高品质的体验感和

舒心度。”

开放平台建设方面
陕西自贸试验区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主阵地

陕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持续提速，

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累计形成创新案

例792项，36项改革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

广；“证照分离”改革持续深化，下放（委托）

229项省级行政管理事项，开展外籍人才出

入境便利创新创业试点，设立人才投资基

金，出台金融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36条等政

策措施；不断提升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

平，全面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

能，设立RCEP企业服务中心，先后建成贸

易金融、跨境电商等20多个功能性平台，吸

引法国达能等一大批外资企业落户；推动秦

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和自贸试验区相互赋能，

在全球设立22个离岸创新中心等平台，“科

创自贸”建设能级不断提升，“农业自贸”示

范作用不断强化。陕西开放平台能级不断提

升。全国唯一以农业产业为特色的杨凌综合

保税区封关运行，西安高新区综合保税区资

源优化整合顺利推进，西安综合保税区与西

安铁路口岸一体化建设基本完成，第五航权

客货运航线、保税航油业务相继开通，陆路

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落地西安国际港务区，

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稳步推进，西安国际港

站开通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和长安号跨

境电商菜鸟专列。

开放通道建设方面
陕西省畅通国际贸易通道，中欧班列和西安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加强

与西安国际港务区、中铁集装箱西安分公

司等相关单位合作，不断加大中欧班列开

行力度，目前已开通国际运输干线17条，实

现欧亚主要货源地全覆盖，构建起了成本

低、效率高、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黄金通

道”。自2013年11月28日开行首趟以来，截

至今年10月底，中欧班列（西安）已累计开

行超2万列，达到20397列，约占全国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总量的四分之一，成为全国中

欧班列高质量开行的典范。陕西省畅通国

际贸易通道，中欧班列和西安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随着陕西省对外开放的不断走实走

深，陕西省积极发挥陕西作为中国地理几

何中心的区位优势，依托西安国际航空枢纽

建设，全力打造国际运输走廊和国际航空枢

纽。十年来，持续拓宽国际航空网络，先后开

通了多条重要洲际客运航线，今年以来相继

开通至塔什干、比什凯克、阿斯塔纳、阿什哈

巴德、杜尚别的国际航线，实现中亚“五国六

城”通航全覆盖，“空中丝绸之路”不断织密。

积极打造临空经济示范区，空港聚集普洛

斯、丰树、日立和“三通一达”等近200家现代

物流企业，建成投运物流园区13个，落户东
航、海航等14家航空公司区域总部和芬兰航

空、大韩航空等15家外航办事处，成为西北
地区最大的航企聚集区、功能最全的空港型

国家物流枢纽。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累
计开通386条客货运航线，其中国际客运航
线83条，全货运航线45条，开通4条第五航权
航线，加速构建“丝路贯通、欧美直达、五洲
相连”航线网络格局。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谈
及陕西开放经济发展下开通的服务国内
外的航班专线，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与陕西的国际贸易运输往来，企业的担当

时说：“2022年3月顺丰集团开通西安至大
阪全货运包机航线，B767全货机执飞，服

务于中日贸易的跨境电商企业。2022年5
月，开通西安至乌兰巴托包机航线，B767
全货机执飞，为我省纺织企业采购蒙古羊

绒材料打通空运渠道，同时，带动我省小

家电，机械零配件企业北向出口贸易。

2022年1月开通了西安至东京包机航线，

B767全货机执飞，为我省半导体相关企业

搭建空运货运渠道。2022年6月开通西安至

阿拉木图货运包机航线，B767全货机执

飞，打通了我省西向货运通道，实现了西

安飞中亚辐射欧洲的空运服务。2022年5月

开通了西安至仁川全货运包机航线，B767
全货机执飞，加强了我省外商投资企业物

流保障，促进中韩贸易发展。”
（王怡平）

明年企业减负力度再加码政策叠加形成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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