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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山西省大同市街头，同
煤总医院、同煤肿瘤医院、同煤
二中、同煤实验中学⋯⋯一批山
西同煤集团举办的社会机构映入
眼帘。大同一位本地市民戏称：

“在大同市，除了火葬场以外，同
煤集团举办的社会机构已经涵盖
了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
领域。”

不过，用如此庞大的力量办
社会体系，并没有给同煤集团带
来经济效益，反而成了企业的沉
重负担。截至 2014 年，同煤集团
办社会机构达 420 个，人员 2.95
万人，年补贴 39.5 亿元。巨大的
费用支出占据了企业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精力。在煤炭行业不
景气的压力下，这些社会机构在
某种程度上成了“烫手的山芋”。

兖矿集团同样面临着企业办
社会的沉重负担。兖矿集团总经
理李伟告诉记者，兖矿目前共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 74 个，其中

“三供一业”单位 18 个、医疗机构
15 个、幼儿园托儿所等教育机构
15个、消防队 6个；离退休人员管
理机构 20 个，离退休人员 3.6 万
人。这些企业办社会职能所需要
的费用，除根据地方物价主管部
门批准、向服务对象收费外，其余
部分均由兖矿集团承担，每年的
费用开支在 13亿元以上。

资料显示，目前，历史形成的
煤炭矿区特别是独立矿区“三转
一业”社会服务职能和离退休人

员退休统筹外费用全部由社会负担，一些大型煤炭企业
年费用支出超过数亿元，有的超过 20 亿元，尤其是在当
前形势下，企业经营愈加困难，负担沉重问题凸显，个别
企业已经无力承担巨额的办社会职能费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煤炭企业负担重，也与煤炭
产业退出机制不够完善有关。过去几年，我国关闭破产
了一批衰老煤矿，而随着破产政策到期，破产煤矿的一
些机构、人员、社区经费没有来源，全部由存续企业负
担，严重困扰着存续企业的发展。

同煤集团董秘李永平告诉记者，从 2000 年至 2009
年，同煤集团下属的“一局六矿”先后实施了破产关闭和
重组工作。国家 5 年的补贴期已经到期，但是地方政府
无力接收企业办社会职能，因此只能由企业依靠流动资
金先行垫付。截至 2014 年底，同煤集团每年垫付 4 亿多
元，已累计垫付了 24.6亿元。

山东泰丰矿业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吴元峰告诉记
者，集团旗下的翟镇煤矿属于 2008 年整合的乡镇煤矿，
按照山东省关于关闭年产 30 万吨以下矿井的要求，翟镇
煤矿早已经关闭。但是，关闭后面临着职工重新就业安
置、内部退养费用高、历史遗留问题多等实际情况，补缴
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险费用高达上亿元，企业面临沉重
的经济负担。

山东省一家煤炭企业负责人说，2003 年至 2008 年，
该集团实施了 5 个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按照相关规定，
应该把企业办社会的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但是，地方
政府在签订接收协议的同时，又与该集团签订了托管协
议，企业办社会职能并没有真正移交。

如今，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已经用完，5 个项目的社会
职能机构共有人员 1139 人，每年补贴 9062 万元，离退休
人员统筹外费用每年补贴 17256 万元，这些资金都需要
由企业支付。“如果国家继续上调离退休人员养老金，费
用还将继续增加。”这位负责人无奈地说。

此外，一些压煤村庄的搬迁，也给企业带来不小的
负担。以淄矿集团唐口煤矿为例，该煤矿自 2010 年开
始，在地方政府的建议和协调推动下实施压煤村庄搬
迁，其中一期搬迁补偿和建设费用需要 10.3 亿元，二期
预计总费用达到 7.2亿元。

“依据当前煤炭价格计算，压煤村庄搬迁解放资源
的收益已经无法抵偿搬迁费用支出，但是，出于维护社
会稳定的大局考虑，不得不推进搬迁工作，这也成为企
业的一大沉重负担。”山东能源淄矿集团董事长孙中
辉说。

煤炭企业如何减负
——来自我国煤炭主产区的调查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煤炭企业正在经历着“隆冬季”

的严酷考验。

为帮助煤炭企业脱困，中央和

地方已经陆续出台了不少政策举

措。总的来看，这些政策措施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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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煤炭产能过剩，还需要诸多配

套措施持续跟进，形成合力。

在化解产能过剩，促进煤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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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别是帮助煤炭企业甩掉不合

理、不必要的成本负担，使其能更好

地“轻装上阵”。

为煤炭企业减轻负担，看似只

是帮助煤炭企业度危求生、艰难度

日的权宜之计，其实不然。如果从

更长远的角度看，这也是实现煤炭

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例如，在煤炭清费正税方面，解

决煤炭税费问题是保障煤炭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加快建成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有

利于更好地发挥煤炭作为国家基础

能源的重要作用，释放煤炭资源安

全、可靠、经济和可清洁属性，为国

家经济平稳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又如，帮助企业解决企业办社

会负担，探索出加快分离办社会的

机制，可以为老煤矿退出探索出新

的路子，加速推动煤炭产业的结构

调整。在新一轮煤炭产业发展困局

中，按照市场化机制，许多严重亏

损、难以存续的煤矿将逐渐进入关

闭破产程序，这些企业自身很难解

决退出以后的办社会职能移交、职

工安置等问题，通过探索并建立相

应机制，可以更好地妥善解决破产煤矿“三供一业”等后勤设

施移交问题。

总之，不能把帮助煤炭企业减负简单地看做是政府救市

之举。从更长远角度看，还应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

进税费综合改革，加快清理整顿煤炭行业收费，减轻企业负

担；建立煤矿正常退出机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移交办社

会职能等政策，为企业的转型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当然，企业自身也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挖潜增

效，优化要素配置，完善用工和分配机制，合理控制成本和费

用，提升抗风险能力，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

2014年9月29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在做好清费工作的基础
上，从2014年12月1日起，在全国
将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
计征，税率由省级政府在规定幅度内
确定。会议要求，要立即着手清理涉
煤收费基金，停止征收煤炭价格调节
基金，取消原生矿产品生态补偿费、
煤炭资源地方经济发展费等，取缔省
以下地方政府违规设立的涉煤收费
基金，严肃查处违规收费行为，确保
不增加煤炭企业总体负担。

2014 年 10 月，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实施煤炭
资源税改革的通知》。《通知》指出，
为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环境保
护，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规范资
源税费制度，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4年1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
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同
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

2015年 7月，国家税务总局公
布《煤炭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试
行）》。《办法》共20条，明确了煤炭
计税价格的确定方法、运费扣减范
围、洗选煤折算率、混合销售与混合
洗选的计税方法等内容，并将于
2015年8月1日起施行。

阅 读 提 示

为煤企减负并非权宜之计

林子文

煤炭资源税改革

部分政策

最近两三年，我国煤炭产业经济运

行形势日益严峻，煤炭价格“跌跌不休”，

企业效益持续下滑，行业亏损面不断扩

大，甚至生产较先进、效益较好的企业也

陷入了困境。

步入“隆冬季”以后，长期附着在煤

炭企业身上的沉重负担进一步显现出

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煤炭企业摆

脱困境的羁绊之一。

当前，煤炭经济运行仍处于景气下

行通道。帮助煤炭企业尽快减负，是有

效遏制煤炭行业大面积亏损最需要解决

的问题。

当前，受宏观经济“三期叠加”影响，加之煤炭产业自身供
求严重失衡，煤炭企业生存发展环境面临着极大挑战。

为应对挑战，不少煤炭企业已经不断通过推进精细化管
理等措施，大幅度压减成本，部分企业的成本刚性压缩已经达
到极限，帮助煤炭企业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压力，还需要从为
企业松绑减负入手。

不少煤炭企业提出，建议国家加快分离老企业办社会职
能，尽快研究出台企业办社会职能资金补贴政策。考虑到老
企业分离办社会的难度，希望国家在办社会职能未完全移交
以前，先研究出台企业办社会职能资金补贴政策。

李永平建议，在枯竭老国有煤矿正常退出中，中央财政应
该足额核定资金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按照相关政策规定，
成建制接收政策性关闭破产煤矿办社会设施和职工。对于企
业垫付的办社会资金，考虑有的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困难执行
不到位的实际情况，可以由中央财政一次性追加补助给企业。

也有企业提出，“去产能”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煤企脱困
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去产能”过程中，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好移
交办社会职能等刚性政策，加快解决衰老矿区破产改制、主辅
分离单位办社会职能移交等历史遗留问题。

采访中多位人士表示，在煤炭市场持续下行且长期低位
徘徊的情况下，保持煤炭企业税负处于合理水平，有利于国
民经济良性发展。国家应该结合煤炭当前的新常态发展趋
势，降低煤炭产品增值税税率和资源税率，同时规范政府收
取规费的返还使用政策，帮助煤炭企业渡过生存困境。

2014 年，国务院在部署煤炭资源税改革时明确，各省
在推进这一改革过程中必须把握一个关键点：改革绝不能让
企业增加负担，而要为税费比例逐步合理奠定基础。而从目
前的实际效果看，我国煤炭资源税费改革仍然有进一步深化
的空间。

董以琦认为，在当前煤炭行业普遍困难的大形势下，山东
省按照销售收入 4%的从价计征政策明显偏高，建议根据各企
业加工工艺、煤炭资源等级等特点，合理确定煤炭资源税的税
率和折算率，降低税负偏高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董事长张文也表示，煤炭资源税费改
革以后，采取了从价计征方式，但是，政策完全不区分新老矿
井，对于老矿井尤为不利。

“新矿集团省内老区矿井在矿老井衰、资源枯竭、严重亏
损的情况下，难以缴纳巨额税费。”张文建议，目前应进一步细
化资源税计征政策，综合考虑矿井开采深度、地质条件、开采
复杂程度等客观地质情况，制定差异性资源税征缴措施，降低
老国有煤矿整体税负。

李伟建议，目前应加快建立涉煤收费项目清单管理制度，
明确收费依据、标准、征收机关等信息，合理设定煤炭税费负
担，简并收费项目，依法规范煤炭企业税费。

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建议，在增值税方面，建议将煤
炭增值税恢复到 13%，并扩大煤炭增值税抵扣范围，允许矿业
权价款、水资源补偿费、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村庄搬迁费、土
地塌陷补偿费、矿井和巷道建设维护费等抵扣进项税。同时，
推行增值税减免政策，建议对采用充填开采的煤矿，对置换出
的煤炭资源在增值税上给予一定减免。

早在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常
务会议就明确，在做好清费工作的
基础上，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在
全国将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
为从价计征，税率由省级人民政府
在规定幅度内确定。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煤
炭资源税改革已经实现了由从量
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各省按照“确
保不增加煤炭企业总体负担”的原
则，已经确定了资源税税率，并加
快清理涉煤行政性收费项目。从
各省确定的煤炭资源税税率看，产
煤大省陕西、山西和内蒙古分别为
6.1%、8%和 9%。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征收煤炭资源税333亿元，
同比增加 185 亿元，增长 125%，减
少涉煤收费基金 366 亿元，总体减
负181亿元。

不过，《经济日报》记者在内蒙
古、陕西、山西、山东等主要产煤省
区的采访中了解到，不少煤炭企业
感到税费负担较重。

山东兖矿集团总经理李伟表
示，2014 年，兖矿集团上缴各项税
金 78.17 亿元。2015 年资源税改
革以后，煤炭资源税率调整为 4%，
在煤炭价格降至 10 年新低的情况
下，预计全年上缴税费达 70 亿元，
企业税费负担并没有实质性降低。

山东省淄博市煤炭工业管理
局局长董以琦告诉记者，煤炭资源

税改革的初衷是减轻煤矿企业负
担，但从具体执行上来看，通过统计
分析，按原来计提的办法，资源税和
矿 补 费 两 项 合 计 税 负 占 比 低 于
2%。资源税改革后，煤矿企业只有
在商品煤销售价格低于 120 元/吨
时，实际税负才会降低。

陕西煤化神南矿业公司董事长
吴群英介绍说，在不考虑增值税的
前提下，煤炭企业在“黄金十年”期
间的吨煤税费约为30元，占售价的
7.6%。而目前煤炭价格已触及底线，
吨煤税费约为16元，占售价比重的
10.4%。如果进一步考虑增值税，税
费占售价的比重达到 27%左右，煤
炭企业的税负实际上不降反增。

在采访中，煤炭企业普遍反
映，目前煤炭行业增值税税率为
17%，且可供抵扣的进项税较少，
导致煤炭企业增值税负担远高于
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目前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几
乎是一般加工和制造业企业的 2
倍，如果加上铁路建设基金、港口建
设费的收取，目前煤企税负已经是
其他工业企业的3倍。”伊泰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翟德元说。

煤炭企业税费负担重，也与税
费项目繁多密不可分。山东泰丰
矿业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吴元峰告
诉记者，目前煤炭企业涉及的税费
项目包括增值税、资源税、土地使用
税、环境治理保证金、城建税及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地方水利
建设基金、育林基金等，多达34项。

在这 34 个项目中，存在着个
别税费项目设置相近、重复征收的
问题。一位煤企负责人告诉记者，
仅治理地面坍塌一项，煤炭企业要
缴纳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耕地占
用税、土地复垦费、塌陷地补偿费、
青苗补偿费等多项税费，且土地经
过治理、复垦后，没有统一的验收
标准及时进行验收，致使保证金不
能及时返还，塌陷补偿仍然需要继
续缴纳，少则上千万元，多则几亿
元，占用了大量资金，在当前煤炭
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导致企业现
金流更加紧张。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在煤
炭价格不断下降、煤企收入减少的
情况下，税源相应减少，但主管税务
部门在财政压力下加大了征管和
稽查力度，通过专项稽查等途径，对
政策不明确或者争议问题进行从
严征收，也让不少煤企备感压力。

陕西某煤炭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2015 年 3 月中旬以来，公司
所属各单位共计接待省、市、县三
级两税局（国税局和地税局）共计 6
次的税收风险评估与稽查，而煤企
考虑到税企关系，疲于应付检查。
同时各级机关在检查时，在政策应
用上均以完成税收任务为目的，具
有一定政策倾向性、不公正现象，
导致税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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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办社会成为沉重包袱

企业减负

需要依靠顶层设计

部分煤企仍感税费负担重

2015 年 12 月 22 日拍摄的采用盾构机施工贯通的神华神东补连塔矿 2 号副井井口。当日，我国第一座采用全

断面隧道掘进机（又称盾构机）施工的煤矿斜井——神华神东补连塔矿 2 号副井顺利贯通，这标志着我国矿用斜

井设计施工与装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2015 年 12 月 1 日，山西省左权县 319 省道麻田段，几名大货车的司机

下车聊天。他们已经被堵了十几个小时。时下正值煤炭冬运的高峰期，

连接山西省与河北省的运煤通道却频繁出现严重拥堵。

“行路难”给货运司机和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种种困扰。他们希望，交

通管理部门能采取更积极有效的疏导措施，规范车辆驾驶行为，从而提高

通行效率，改善道路拥堵状况。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