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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根治欠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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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的实施，有三大看点令人印象深刻。其一，指向

明确，出手果断，坚持不搞“大水漫灌”，而是面向市场主体需求实施相应

政策。其二，精准落实，注重实效，方便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精准享受优惠

政策。其三，政策联动，综合发力，努力打出“组合拳”。

徐 骏作（新华社发）

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

缓税措施见效彰显调控精准
曾金华

最新统计显示，11 月开始实施的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效果显

著，仅一个月时间就缓缴税费超 471 亿元，

迅速有效帮助企业减负、应对市场压力，彰

显 宏 观 调 控 特 别 是 精 准 调 控 、定 向 调 控

效果。

当 前 ，各 种 不 利 因 素 对 经 济 发 展 特

别 是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持 续 产 生 影 响 ，宏 观

调 控 需 要 针 对 新 情 况 、新 挑 战 创 新 方 式

方法，有效为企业纾困解难，促进经济平

稳 健 康 运 行 。 据 笔 者 观 察 ，阶 段 性 税 收

缓 缴 措 施 的 实 施 ，有 三 大 看 点 令 人 印 象

深刻。

其一，指向明确，出手果断。今年以来，

我国已实施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为何还要

再出台阶段性缓税措施？原因在于，新冠肺

炎疫情散发、大宗商品涨价等因素给企业带

来新的困难，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影响尤为

突出，这些企业又关乎实体经济基础、民生

就业。这次的新政策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而且针对生产成本上升等

困难，通过缓税来增加企业现金流，应对经

营压力。

近 期 公 布 的 减 税 降 费 举 措 没 有 局 限

于普惠性政策，体现出很强的针对性，聚

焦支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中小微企业发

展 和 科 技 创 新 。 这 体 现 了 宏 观 调 控 坚 持

不搞“大水漫灌”，而是面向市场主体需求

实 施 相 应 政 策 。 阶 段 性 税 收 缓 缴 措 施 从

国务院常务会议 10 月 27 日作出决定到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仅有 4 天时间，体现出果

断出手、迅速落地的特点。这也说明，宏

观政策要注重时效性，面对经济运行出现

的 新 情 况 、新 问 题 ，相 机 抉 择 ，及 时 预 调

微调。

其二，精准落实，注重实效。中小微企

业量大面广，财会力量又较为薄弱，如何在

很短的时间内充分发挥政策红利？阶段性

税收缓缴措施的落实过程，也体现了精准

性。税务部门在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中对符

合条件的纳税人打上标识、提示提醒，方便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精准享受优惠政策。同

时，通过电话、短信、电子税务局等方式，对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开展“点对点”辅导提

醒。这些细致、精准的措施，确保了政策切

实落实到位。

好的政策还要有好的落实，必须注重实

效、真正提升企业获得感。否则，政策就会

成为摆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宏

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业已给出答案。

其 三 ，政 策 联 动 ，综 合 发 力 。 实 际

上 ，针 对 制 造 业 和 中 小 微 企 业 的 减 税 降

费措施，并非只有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

还 有 允 许 企 业 提 前 享 受 前 三 季 度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政 策 、对 煤 电 和 供 热 企 业 实

施“减、退、缓”税等措施。这些措施从不

同 方 面 发 力 ，助 力 企 业 轻 装 上 阵 、应 对

挑战。

减税降费有一套“组合拳”，而不同财税

政策之间，直至不同宏观政策之间，也应该

形成“组合拳”。财税、金融、产业、就业等宏

观政策，应避免各行其是、合成谬误，而要注

重政策联动、协同配合，共同帮助市场主体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促进经济稳定

恢复。

面 对 新 的 风 险 和 挑 战 ，宏 观 政 策 重

任 在 肩 。 通 过 不 断 创 新 调 控 思 路 和 方

式，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

精 准 调 控 ，是 我 国 经 济 行 稳 致 远 的 重 要

保障。

自 12月 10日起，电子驾驶证将在

全国全面推行，提供在线“亮证”服务。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已覆盖北京、上海、

广州、西安等城市，5000多万名驾驶人领

取了电子驾驶证。据悉，通过全国“交管

12123”APP发放的电子驾驶证，与纸质

驾驶证同等效力，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实体证件实

现电子化，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电

子驾驶证全面推行将为驾驶人提供申

领、出示、使用的便利，适用于执法管理、

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方便实时查询、实

时出示、实时核验，更加便利群众驾车出

行，更好服务企业行业发展，相关效果值

得期待。 （时 锋）

两节将近，农民工能顺利拿到一年

的辛苦钱吗？连日来，从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措施到多部门开展冬季专项行

动，从对有关地方负责同志约谈到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根治”二字屡次被

提及，可见治理欠薪问题决心之坚定。

保障农民工权益，关键在行动。今

年以来，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根治欠薪

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前三季度，已查处

工资类违法案件 4.3 万件，为 28.6 万名农

民工追偿工资 35 亿元。目前正在全国

开展的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把治理

重点聚焦在政府性投资和国企项目上。

一方面，个别地方政府和国企投资项目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工程进

度，引发欠薪，且拖欠数额不小；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解决农民工欠薪应先从自

己抓起，政府性投资和国企项目也没有

拖欠工资的特权，应以更严要求“刀刃向

内”才能起到表率作用，进而实现根治欠

薪问题。

根治顽疾，直击要害，把农民工工

资放进“保险箱”是关键。防患于未然，

总是化解矛盾的良方。面对拖欠农民

工工资这个顽疾，与其年年整治年年拖

欠，不如提前介入，在工地施工之前就

把应付的工资管起来。工程建设领域

具有高成本、高投入特点，造成农民工

工资拖欠的原因常常与施工单位层层

转包、工程投标报价低价中标、资金周

转不足等情况相关。“抓早抓小抓预防”

可以作为发力重点，把隐患解决在尚未

发生或萌芽状态。

近年来，为有效治理欠薪，工资专

用账户、实名制、总包代发制、工资保证

金等办法制度相继落地实施，政府、企

业、银行三方共同管理的专用制度在实

践中确立并日趋成熟。这种让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款分开设立

的办法，做到了专款专用，一旦出现欠薪，有关部门就可以依

法动用，保证农民工应有权益不受侵害。可见，建立长效机

制、细化制度设计，能够起到预防先行的作用，为根治欠薪创

造必要前提条件。

让违法者不敢伸手，增加欠薪一方的违法成本，是惩治欠薪

的重要手段。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欠薪黑名

单”制度，强化了对欠薪行为的信用监管，对那些主观恶性较大、

行为性质比较恶劣、损害后果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将在政府资

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

评先、交通出行等方面依法受到限制。今年是欠薪入刑的第 10

个年头，不妨从行政部门查处、司法机关立案惩戒、行业部门强

力监管等多个角度全过程进行警示，以震慑促善治，营造诚信劳

动用工的健康社会风气。

还应看到，很多农民工遭遇工资被拖欠时，往往最初没有与

包工方约定书面的劳动合同，或者受困于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

工资支付标准、支付时间，造成权益受损。因此，广大农民工要

增强法律意识，主动了解典型案例，学习《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遇到欠薪纠纷时注意留存好相关证据以便申请法律援助、劳

动争议仲裁，积极依靠法律帮助来打赢官司、拿到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