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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提公积金必究

郭存举

郑州人口流失200多万？假的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累计超 2万亿元——

小 微 企 业 成 最 大 受 益 主 体
本报记者 李华林

通过中介提取公积

金暗藏风险。相关部门

在防风险、堵漏洞的同

时，要对提供虚假材料、

虚构条件协助申请人违

规提取以牟取利益的中

介机构和个人给予严厉

打击；对相关违规提取

人给予列入限制住房公

积金提取和贷款申请等

惩戒。

本版编辑 孟 飞 李 苑 美 编 王子萱

□ 近年来，郑州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均大幅改善，加快了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要

素向郑州流动，带动郑州经济总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常住人口快速增长。

□ 郑州目前有市场主体 161.1 万户，与去年 4 月份相比增长 21.1%；今年以来

新增市场主体 13.1 万户，同比增长 13.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9 日，我国已

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超 2 万亿

元；累计有 15483 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

户，超过去年全年办理退税规模的两倍，为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强力支撑。

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因时应势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作出的重大决策。政策主要惠及哪些市场主

体 ？ 如 何 精 准 落 实 到 位 ？ 又 将 发 挥 哪 些

效应？

退税减税释放红利

“ 今 年 以 来 ， 税 务 部 门 坚 持 ‘ 快 退 税

款、狠打骗退、严查内错、欢迎外督、持续

宣传’五措并举，进一步落准落好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特别是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让‘真金白银’以最快速度直达

企业，更好助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国家

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荣海楼表示。

截至 6 月 9 日，已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

费及缓税缓费超 2 万亿元，主要包括三个部

分：一是 4 月 1 日至 6 月 9 日，已有 14250 亿

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上，再加上一季度

继续实施此前出台的留抵退税老政策 1233

亿元，已累计有 15483 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

人账户，超过去年全年办理退税规模的两

倍；二是 1 月至 4 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 2440

亿元，包括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增值税优惠政

策新增减税 335 亿元，“六税两费”减半征

收政策新增减税降费 476 亿元，将小型微利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部

分再减半征收政策新增减税 164 亿元；三是

继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政策累计缓

缴税费 4289 亿元。

作 为 今 年 新 的 组 合 式 税 费 支 持 政 策

“重头戏”，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

施情况备受关注。具体来看，4 月 1 日至 6 月

9 日，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集中退还基本完成，小微企业依然是受益主

体。已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数量

占 94.9%，共计退税 7039 亿元，占 49.4%；

中 型 企 业 数 量 占 4.4% ， 共 计 退 税 3412 亿

元，占 23.9%。从行业看，享受存量和增量

全额留抵退税的制造业等六个行业受益明

显，纳税人获得退税 7736 亿元，户均退税

115.2 万元。从区域看，退税金额与地区经

济体量相对应，东部地区留抵退税总量较

大，共获得退税 7391 亿元。

“一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红利逐步释放、

成效日渐显现，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提

振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荣海楼介绍，近

日，国家税务总局开展了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落实情况专项评估，98.05%的税

人对税务部门落实税费支持政策工作表示

满意。

助企纾困成效显现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保市场主

体、保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税务部门组织开展的企业抽样调查显

示，退税资金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技术研

发、支付薪酬等方面，改善了企业现金流。

5 月份，全国享受退税企业采购支出同比增

长 10.9%，较留抵退税前的一季度加快 3 个

百 分 点 ， 增 幅 比 无 退 税 企 业 高 7.5 个 百 分

点。同时，退税企业经营投入稳中有升，5 月

份退税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6%，较一

季度加快 5.2 个百分点，增幅比无退税企业

高 9.6 个百分点。

“从采购及销售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

享受退税的企业比没有退税的企业有更高增

幅，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改善和市场活

力增强，这对于当前拉动需求及增长非常重

要，留抵退税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有

力支撑。”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

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留抵退税政

策的主要受益群体。数据显示，5 月份，小

微 企 业 中 的 退 税 企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2.7%，较一季度增加 16 个百分点，增幅比

无退税企业高 17.8 个百分点。

疫情期间，留抵退税“真金白银”为困

难企业送上“及时雨”。批发零售、民航、

旅游、文化艺术等服务业是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行业，其中，有 81.4 万户困难行业企业享

受退税 2593 亿元，5 月份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较一季度增加 6.9 个百分点，增幅比无

退税企业高 14.3 个百分点。

此外，留抵退税还助力重点行业高质量

发展。5 月份，制造业等六大行业退税企业

采购支出同比增长 14.7%，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 14.3% ， 增 幅 比 无 退 税 企 业 分 别 高 6.3

个、8.3 个百分点。“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留抵退税增强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内生动力，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正向

的拉动效应。”李旭红说。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务院决定在更

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新增

的 1400 多 亿 元 退 税 款 要 在 7 月 份 基 本 退

到位。

“预计今年退税达到 1.64 万亿元，将直

接为市场主体提供现金流，有效缓解困难企

业资金压力。”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

司司长谢文表示，税务机关将严格落实依申

请受理留抵退税的工作程序，进一步加快办

理进度，尽早让市场主体享受红利，及时帮

扶企业渡难关、复元气。

内外并重严防风险

为确保留抵退税政策落准落好，税务部

门 坚 持 内 外 并 重 防 风 险 ， 对 外 坚 持 “ 狠

打”，充分发挥六部门联合打击机制作用，

严打骗取留抵退税行为，坚决不让退税红包

落进不法分子腰包。

2021 年 10 月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 公 安

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建立常态化打击虚开

骗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致力于打击“假企

业”“假出口”“假申报”等涉税违法犯罪行

为，取得阶段性战果。近期，广西、深圳、

安徽等 19 个省份陆续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抓捕一批虚开骗税人员，战果持续显现；截

至 6 月 9 日，全国已公开曝光 314 起骗取留

抵退税案件。

“自 6 月起，大型企业存量留抵退税开

始集中退还，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

额留抵退税也将适时启动，打击骗取留抵

退 税 形 势 更 加 严 峻 复 杂 ， 任 务 更 为 艰

巨。”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副局长江武峰

表示，税务部门将进一步深化部门协同共

治 ， 加 强 数 据 共 享 ， 加 大 力 度 查 办 团 伙

式、跨区域、虚开发票虚增进项等恶意骗

取留抵退税案件，持续加大典型案件曝光

力度，确保不发生区域性、行业性、系统

性骗税风险，为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落实

落地保驾护航。

同时，税务部门对内坚持严查，严肃

查处税务人员在落实留抵退税等政策中的

不 作 为 、 慢 作 为 、 乱 作 为 等 失 职 失 责 行

为。截至 6 月 9 日，各级税务部门主动自觉

查处了一批税务人员该审核不审核、该把

关不把关等失职失责的案件，目前已经公

布 35 起。

“代办提取，一条龙服务”“到

账快，无风险，后付款”⋯⋯近日，

代为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黑中介又

开始露头。

今年以来，为支持合理购房

需求，多地密集调整公积金政策，

适当放宽政策支持力度，包括提

高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最低首

付比例、提取时间前移等。与此

同时，一些黑中介也从中嗅到了

“商机”，通过采取帮助个人伪造

资料等手段，收取高额手续费代为提取住房公积金，甚至发

展成黑色产业链。

通过黑中介提取公积金暗藏风险。伪造材料提取公积

金，会影响个人公积金信用等级，也会造成个人信息泄露，

个人资金和账户面临被盗风险。中介涉嫌违法经营，可能

构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对于

违规提取公积金行为，一些地方已作出明确惩戒规定。比

如，北京对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职工，会立即冻结账户，

责令全额退还违规提取金额，将个人信息记入不良信息库，

5 年内不予办理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申请。

受利益驱使，黑中介无孔不入，在朋友圈、微信群等网

络平台发布有偿代提住房公积金中介服务信息，诱骗符合

正常提取条件、但不了解相关政策的缴存人办理提取业务，

甚至谎称可以简化流程、快速提取，这些都是骗局。

对此，相关部门在防风险、堵漏洞的同时，对提供虚

假材料、虚构条件协助申请人违规提取以牟取利益的中

介机构和个人，涉嫌触犯法律的，给予严厉打击；对相关

违规提取人，给予列入限制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申请

等惩戒。

住房公积金非法提取乱象的出现，虽有黑中介的原因，

但也需反思其暴露出的问题。比如，公积金提取流程应进

一步简化，使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住房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超 12 万亿元，占累计

缴存总额的 62.7%。通过数据不难看出，公积金提取使用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线下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一些

地方提取公积金不如以前方便，个别城市服务热线咨询量

大，接线员少。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简化办理流程，全面

推行公积金线上申请和办理，进一步压缩办理周期，最大程

度惠及百姓。

近年来，多地也作了一些积极探索和尝试，比如一些城

市推行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互认互贷，装修和老旧小区改

造等改善性的住房需求也纳入提取范围⋯⋯这些举措，让

更多职工享受到公积金的红利，黑中介非法提取的空间也

在不断被压缩。

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实缴人数超过 1.5 亿人，若要更

好支持百姓基本居住需求，就需要进一步优化使用和管理

的相关制度，细化举措，不断降低使用门槛，加强信用风险

防控，确保公积金运行安全高效。

经历了 2021 年“7·20”特大暴雨和多轮疫

情冲击后，河南郑州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

力 。 在 此 背 景 下 ， 一 则 “ 郑 州 人 口 流 失 279

万”的消息近期在网络上传播，并引发关注。

事实究竟怎样？

今年 5 月 6 日，郑州市全员核酸检测数据统

计显示共检测 1304.99 万人，较 2021 年 8 月郑州

市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 1238.63 万人，增加了

66.36 万人。这标志着郑州人口首次突破 1300

万人。

对此，河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

主任谷建全认为，全员核酸检测是对一座城市

人口数量摸底的一种有效方式。郑州人口超过

1300 万 人 ， 说 明 当 地 人 口 虹 吸 效 应 进 一 步 显

现，城市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此前，郑州市统计局发布的 《2021 年郑州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21

年年末郑州市常住人口 1274.2 万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为 79.1%，常住人口比上年末提高 0.7

个百分点；2021 年 5 月份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

口 普 查 数 据 显 示 ， 郑 州 以 1260.1 万 人 的 常 住

人口数量，跃居全国城市第 10 位、中部地区第

1 位。其中，397.4 万人的十年人口增长量，位

居全国城市第 5 位。

上 述 数 据 表 明 ， 郑 州 市 人 口 不 仅 没 有 减

少 ， 还 有 所 增 加 。 这 意 味 着 什 么 ？ 是 怎 么 做

到的？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近年来，

郑州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均大幅改善，加快了

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要素向郑州流动，带动郑

州经济总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常住人口的

快速增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

商 业 经 济 学 会 会 长 宋 向 清 认 为 ， 郑 州 常 住 人

口、经济总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三大指标跃

升，是城市发展战略定力稳健的标志。

近几年，随着国家中心城市、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落地叠

加，释放空前利好效应，郑州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黄金机遇期。持续优化提升的营商环境，加

速构建的现代产业体系，让城市越来越宜居宜

业宜商，吸引着大量人口向郑州集聚。

“人口流动，首先选择收入水平高、配套

能力好的城市。”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 国 （河 南） 创 新 发 展 研 究 院 院 长 喻 新 安 表

示，郑州作为河南的省会城市，拥有独特的政

治、经济资源优势；作为枢纽城市，拥有良好

的通达性、便利性，竞争的综合优势突出。人

口向郑州集聚的趋势还会继续，并将呈现加快

势头。

处于发展机遇期的郑州，依靠自身过硬的

经济实力，展现出超强的人口吸纳力，绽放出

蓬勃的发展活力。“郑州全面落实‘三个一批’

‘万人助万企’等牵引性举措，全市经济呈现出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郑州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高义告诉记者，当前郑州经济发展

态势基本稳定：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长，全市

目前有市场主体 161.1 万户，与去年 4 月份相比

增长 21.1%；今年以来新增市场主体 13.1 万户，

同比增长 13.3%。就业保持稳定，全市城镇新增

就业 5.5 万人。

6 月 16 日，一列商品车班列从山东港口烟台港发车。今年上半年来，山东港口烟台港进一步

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加强与铁路部门的合作，积极拓展海铁联运、过境中转等业务模式，为广大

客户搭建多式联运物流平台，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唐 克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