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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加大
宏观政策应对力度。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直接惠企
利民，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大举措。

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成效如何，对纾解企业困
难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进一步落实落细、更好服
务“六稳”“六保”大局？就相关热点问题，记者采
访了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

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15045亿元

记者：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
策部署。请问税务部门落实情况如何？采取了哪
些措施确保政策落地见效，直达基层、直接惠及
市场主体？

王军：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时全面落实落细减税降费
政策措施。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5045亿元。其中，今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8941
亿元，去年年中出台政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降
费6104亿元。分税费看，累计新增减税5414亿
元，新增社保费降费9631亿元（含新增非税收入
降费259亿元）。在新增降费中，由税务部门组织
落实的5129亿元，占53.25%。

我们深知，在疫情过后，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税费优惠政策的支持。我们把及时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层层压实责任，设法克服困难，
确保直接惠及市场主体。具体有四个特点，即“三
快一严”。

一是政策落地快。每次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中，我们都同步研究征管配套办法、预调信息系
统；政策出台后，征管和信息化保障第一时间直达
基层税务机关，确保政策好操作、快落地。

二是辅导培训快。第一时间开设“云课堂”对
税务人、纳税人、缴费人进行“一竿子到底”的直达
辅导培训，一轮不行就二轮，二轮不行就三轮。同
时，通过税务网站、微信、12366服务热线等解读
政策、回应关切。

三是操作过程快。通过简化办税环节、简便
操作程序、精简报送资料，让纳税人和缴费人享
受税费优惠政策更快捷；通过完善电子税务局网
上申报功能，让纳税人和缴费人“足不出户”享受
政策优惠。

四是考核监督严。实行最严格的绩效考评和
监督问责，有效严防和及时查处各种不作为和乱
作为事项，确保政策执行不遗漏、不走样。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各项纾困政策中成效最大、反响最好、落实最到位
的就是减税降费。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
一种鞭策。

市场主体增活力添后劲

记者：从减税降费的数据来看，力度确实是非
常大的。那么，今年上半年，减税降费在助力市场
主体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军：减税降费政策有序有力落地，货币政策
等一揽子帮扶政策也同步发力，这对我国经济快
速恢复至关重要。不仅纾解了企业经营困难，而
且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尤其体现在激发了市场
主体活力、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上。

我重点讲后两点。就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而
言，我用两组数据加以说明：

一是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数据显示，上半年
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负担同比又下降了0.65元。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6月份全国规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1.5%，不言而喻，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因素，是减税降费效果直
接或间接的转换。

二是全国5000 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的约占 92%，余下 8%左右缴纳增值
税的 440 万户纳税人征收率又从 3%降为 1%
（其中湖北省免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
创业积极性，二季度全国办理过涉税事项的新
增市场主体，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同比增
长7.1%。

再拿增添企业发展后劲来说，我也用两组数
据来加以说明：

一是二季度全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的33万户企业购进高技术设备和服务同比增长
22.3%，在疫情冲击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不仅推
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9个百分点，更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强
大后劲。

二是 6 月末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同比新增
10.9%，也就是说，有106万户企业“由小变大”或
为新办的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其
中，二季度就有37万户。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继续实打实、硬碰硬地把
各项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让减税降费的“真金
白银”切实惠企利民，更好服务“六稳”“六保”大局。

税收大数据凸显经济亮点

记者：税收大数据被称为“金山银库”，可以准
确反映企业复产复销和经济运行情况。请问，当
前税收数据反映出哪些经济发展的亮点？

王军：企业有生产就有销售，有销售就要开
具增值税发票。增值税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发票数据具有独特的优势，既可以在微观上反映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也可以在宏观上反映经济运
行态势。通过发票大数据分析发现，上半年经济
发展在克服困难中显现很多亮点，我简要介绍
四点：

亮点一：企业销售稳步回升。2月10日以
来，全国企业复工复产复销逐周稳步回升向好。
习近平总书记2月23日发表重要讲话后，提速
更为明显:2月24日至28日的一周内，全国企业
销售收入环比上周提升了21.5个百分点，三周
内上升了35.1个百分点，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的75.8%。5月11日，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已达到
去年水平，六七两个月份同比增长均为 10%
左右。

亮点二：制造业恢复较快。制造业是实体经
济的基本盘，稳住制造业就稳住了我国经济。一
季度受疫情影响大，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21.3%，
但二季度同比增长 8%。7 月份同比增长为
10.7%，环比6月份提高2.4个百分点，快于全部
企业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

亮点三：新动能加速成长。培育壮大新动
能产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季
度，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8.3%，二季
度 同 比 大 幅 增 长 21.7% 。 7 月 份 ，同 比 增
长 21.3%。

亮点四：投资回升渐加力。税务总局服务
和管理的年纳税额1亿元以上的2050户大型
企业集团数据显示：二季度企业新增固定资产
同比增长15%。7月份，有两个数据更能说明
投资回升渐加力：一是建筑业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17.8%，延续了6月份以来两位数的高增长势
头；二是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72.6%。

打出优化办税服务“组合拳”

记者：疫情发生以来，税务部门在优化办税缴
费服务方面采取了哪些实招硬招，来帮助纳税人、

缴费人便捷办税缴费？
王军：税务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举全系统之力、急纳税人和
缴费人所急，打出了一套优化办税缴费服务的

“组合拳”。概括来说，就是“一扩围两延期三
助力”。

“一扩围”，即扩大网上办、自助办、邮寄送、线
上答的“非接触式”办税缴费范围，为纳税人和缴
费人提供安全方便快捷的服务。比如，在“网上
办”方面，疫情暴发后，我们立即发布185个可在
网上办理的办税缴费事项，并持续优化电子税务
局功能，目前“网上办”事项已达197个，覆盖了办
税缴费的主要领域。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有
97.4%的纳税人和缴费人通过网上办理业务，进
税务大厅办理的户数同比减少了55%。

“两延期”，即依法延长纳税申报期限、依法延
期缴纳税款，缓解纳税人和缴费人资金困难。在
延长纳税申报期限方面，今年2月份，在两次延长
的基础上，3月份、4月份、5月份又分别延长了当
月的纳税申报期限。在依法延期缴纳税款方面，
今年2月份至6月份，各级税务部门依法共批准
6.6万户困难企业延期缴纳税款。

“三助力”，即助力小微企业融资贷款、助力外
贸企业发展、助力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切实帮扶企
业纾困解难。

在助力小微企业融资贷款方面，税务部门和
银保监部门联合推出“税银互动”，缓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国小微企业获得“税银
互动”贷款总额近 5000 亿元，同比增长 60%
以上。

在助力外贸企业发展方面：一方面，我们不
断扩大无纸化退税申报范围；另一方面，加快出
口退税办理进度。目前，全国退税无纸化申报企
业户数已占申报企业总数的93%，申报退（免）
税额占比已达96%。截至7月底，全国企业出口
退税的平均办理时间保持在8天以内，比2019
年缩短20%。

在助力市场主体复工复产方面，税务部门利
用增值税发票大数据开发了“全国纳税人供应链
查询系统”，通过这一系统为供需双方或多方服
务，便利企业实现“购产销”对接。从实际效果看，
仅在湖北省启动企业复工复产的头两个月里，就
促成企业按市场化原则成交项目6822个，成交金
额118亿元。

下一步，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提升办税缴费
服务质效，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和税务执法方
式，帮助市场主体实现更好发展。

稳妥处理“减与收”“服与管”的关系

记者：在下半年的组织税费收入、落实减税降
费、做好税费服务、打击偷逃骗税等工作中，最大
的挑战是什么？

王军：回答好这个题目不容易。如果只能
四选一的话，我选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下半年，基层财政收支矛盾较大，各级税务
部门务必要确保该减的减到位、该免的免到位、
该降的降到位、该延的延到位、该缓的缓到位、
该退的退到位，确保每一项政策落实落细落地，
确保实现《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减税降费
目标；即使组织收入压力再大，也必须坚守不收

“过头税费”的底线。对违反者，发现一起严肃
查处一起。

如果可以多选的话，这四个选项我全选了，
“减与收”“服与管”，都需要我们在下半年的工作
中稳妥处理好。“减”要不折不扣，“收”要依法依
规，“服”要用心用情，“管”要有序有效，这既是挑
战，也是我们工作的要点。税务人的态度是：宁可
让自己操作上难一些，也要让市场主体发展好一
些，把服务“六稳”“六保”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有效
一些。

让减税降费的“真金白银”切实惠企利民
——访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今年防汛期间，安徽芜湖县红杨镇西河
社区党委书记徐金华总是冲在离洪水最近的
地方，将自己“钉”在堤坝上，守护着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7月6日，青弋江水位持续上涨，形势紧
急，徐金华立刻行动：“快打电话通知，除在册
的101名防汛应急队员外，17个片区各2名
壮劳力组成抢险突击队，马上到社区集合。”

徐金华和党员干部一起，第一时间转移
旱桥码头外的群众。在赶到李德伦老人家
时，老人还在收拾衣服，“这些别弄了，社区都
有，快走！”说着，徐金华脱下自己的雨衣，往
老人身上一裹，背起就往安置点转移。

7月6日晚，大雨倾盆，西河五陶站超保
证水位0.24米。20时40分，井塘埂、八面佛
堤段滑坡管涌险情并发。其中，八面佛堤段是
沈公圩最大的险工险段。徐金华赶到八面佛
堤段，发现外堤滑坡严重、内堤管涌迅猛，随
时有决口危险。雨夜堤坝湿滑，无法直接背运

沙包下堤，只能铺开彩条布将沙包向下滑。可
是，面对湍急的洪流，谁敢将彩条布送下去
呢？徐金华毫不犹豫地说：“我下去！”话音未
落，他就抓着彩条布一端，开始从陡坡向下爬
行，只见他用力铺开彩条布，接过滑下的沙包
压实两边，再下桩固定底部……

不能歇是徐金华的性子，歇不住是他的
习惯。2016年，徐金华因患胃癌切除三分之
二的胃，长时间的熬夜、下水、淋雨和抢险，让
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的他，血压升至危险值，加
上手术留下的后遗症，7月 10日，带病作

“战”的他累倒在圩堤上。刚缓过来一点，他
爬起身又接着干。“确实累，但不能歇，随时都
可能有险情发生，水不退，心里这根弦就要一
直紧绷着，老百姓的安危全靠着我们呢！”徐
金华说。

17个片区，23个日夜，徐金华累计排查
险情42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47户53人，
救助受灾群众39户130人。

将自己“钉”在堤坝上
——记安徽芜湖县红杨镇西河社区党委书记徐金华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蔚文琴

本报乌鲁木齐8月12日电 记者马呈忠
从新疆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
11日新疆新增确诊病例自7月22日以来首次
回落到个位数，单日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
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总数连续第五
天超过新报告感染者人数，且差值为最大的
一天。

8月11日0时至24时，乌鲁木齐市报告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例，全部为接受集
中医学观察人员，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
例41例。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乌鲁木齐市加
大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监管力度，确保全市
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医疗废水达标排放。
目前，全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安全处置率
达100%。

乌鲁木齐：

新增确诊病例回落到个位数

即将于9月上旬召开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以服务机器人和智能科技领衔的高科技板块备受关注，与会者将
在服贸会上一睹“机器人总动员”盛况。

本届服贸会上，作为汇集全球最新科技应用的服务机器人·智
能科技专题展区面积达1.08万平方米，专区内“智慧家庭”“智慧
物流”“智慧健康”“智慧商业”“智慧环境”五大板块，将全面展示未
来工作和生活场景。垃圾分类机器人、水下机器人、仿生多足机器
人、末端配送无人车等高精尖机器人产品将悉数登场，更有一些从
未亮相过的新产品将揭开神秘面纱。

水下世界是智能科技领域高手较量的前沿阵地，博雅工道（北
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将在服贸会上展示最新智能缆控无人潜
航器。在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司展厅，由工程师操控的
无人潜航器潜入模拟海洋环境的水箱中，“搜寻”着水中每一个角
落，水下机器人将收集的视频图像、声呐影像与数据资料实时传递
到工作台，以便用于水下监测、应急救援等场景。

“目前水下机器人行业发展最大的困扰是产品商业化，大多数
国产化产品尚未完全成熟。”公司创始人熊明磊介绍，除了智能缆
控无人潜航器，以“鲨鱼”“箱鲀鱼”“金龙鱼”等为外形的仿生机器
人和新型水下手持助推器也会亮相服贸会。熊明磊希望通过服贸
会这个平台，将产品推介到海外市场，与海外朋友交流水下机器人
最新科技成果。

据统计，2019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约294.1亿美元，其中服
务机器人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4.1%。2019年，我国服务机器
人市场规模为22亿美元。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机器人
产业在医疗健康、智能物流、商用家用等服务领域培育打造了机器
人产业集群和先进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创新应用高地。

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的中瑞福宁机器
人有限公司，外形酷似“孙悟空”的机器人PCare双臂灵活转动，执
行递送物品任务，这是一款适合老年人在家中和养老院使用的服
务型机器人，也是中瑞福宁今年参会的主要展品之一。

“它有移动辅助、卫生保洁、行动助力、聊天提醒、安防保护、洗
澡清洁、睡眠辅助、健康体检等30余项功能。”中瑞福宁机器人有
限公司行政总监林昱介绍，“除这款机器人外，中瑞福宁还将携带
3款医学机器人产品赴服贸会参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中瑞福
宁希望通过公司产品，继续与观众分享服务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科
技成果，展示机器人带来的便捷。

服
贸
会
将
上
演
﹃
机
器
人
总
动
员
﹄

本
报
记
者

李
佳
霖

敖

蓉

（上接第一版）

在升级中提升价值链

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价值链正面临调整。江
西的选择是，做强航空、电子信息、中医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链，抢占中高端价
值链，巩固国内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与此同
时，高质量承接境内外产业梯度转移，培育壮大新
动能。

MOCVD设备作为生产LED外延芯片的关
键设备，一直处于LED行业价值链的顶端。8月
5日，中微半导体设备生产研发基地在南昌高新
区开工，将推进开展MOCVD相关的基础科学研
究和第三代半导体应用产品开发，打造世界级
MOCVD研发、制造及创新中心。

经过多年深耕，南昌 LED 产业构建了衬
底材料、外延、芯片、封装、终端应用及核心关
键生产设备等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完整产业
链。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江西全省电子信
息产业完成营业收入 1994.6 亿元，同比增长
9.0%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9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3%。

依托智能制造产业优势，南昌经开区临空经
济区日前迎来了“1+9”全产业链项目，即南昌智
能家电产业园项目及9个上下游关联的家电企
业，未来这里将形成链条完整、研发高端、竞争优
良的智能家电产业体系。

蓬勃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刷新
江西产业的“颜值”，成为经济发展的“硬核”力量，
激发了外贸新动能稳步提升。上半年，江西节能

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和新医药产
业、航空产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2.9%、16.7%、
15.1%、33.0%。

走进江西爱驰亿维科技有限公司，一个个
基于数字技术的作业场景令人印象深刻：3万
平方米的冲压车间只有32名工人；一条生产线
可同时生产6款汽车……凭借“数字工厂”快速
提升的竞争力，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公司去年底
第一款汽车上市，目前已拿到欧洲市场700台
订单。

“江西连续4个月出口增速全国第一，稳外
贸积极效应不断显现。”南昌海关关长张格萍介
绍，今年上半年，江西电子信息、汽车、生物医
药、家具产业出口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分别
增长76%、30.3%、17.9%、22.8%；百强外贸企业
出口638.8亿元，增长90.7%；市场主体活跃度明
显增强，上半年，新增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1350家。

在机遇中孕育新优势

7月10日，总投资超百亿元的格力电器智能
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在赣州（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
术产业园开工建设。今年上半年，江西引进粤港
澳大湾区项目资金1628.5亿元，增长5.2%；引进
长三角项目资金1562.5亿元，增长10.7%。

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景德镇国家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赣江新区加快建设，
国家级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获批……今年以
来，国家战略机遇的叠加，让江西成为承接新一
轮产业转移高地。

作为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内陆开放型经济
试验区，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建设，正
以建设内陆双向高水平开放拓展区、革命老区
高质量发展重要示范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支
撑区的目标定位，重新定义江西对外开放的新
格局。

在九江，长江经济带区域航运中心地位日渐
凸显。今年上半年，全市港口集装箱累计完成
26.95万标箱，同比增长22.4%，占全省港口集装
箱总量的78.8%，水路客货运周转总量增速为
11.5%。“企业在稳步推进内销的同时，通过九江
布局海外市场，并在3月份实现外贸零的突破。”
TCL空调器（九江）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心安介绍，
企业计划在九江打造TCL空调的“全球制造”
品牌。

南昌正举全市之力打造南昌向塘国际陆港，
在建设大平台、构建大通道、形成大枢纽、发展大
产业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双向开放水平。今年上半
年，南昌铁海联运完成外贸进出口集装箱16252
标箱，同比增长52.40%。

“赣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上升
为省级战略，浙赣边际合作（衢饶）示范区建设
进入快速推进阶段，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硕果累
累……一个向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东北对接
长三角地区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向西对接长株潭
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向北对接京津冀的全域开
放新格局正在加快构建。

“江西将发挥‘四面逢源’的区位优势，‘不以
江西为世界、而以世界谋江西’，着力构建内外并
举、全域统筹、量质双高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江
西省委书记刘奇说。

8月12日，湖南省资兴市小东江上一艘无动力小船漂浮在清澈的水面上。近年来，当地政
府对小东江区域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

曹正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