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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非学科培训机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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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打包费成赚钱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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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税收与经济良性循环
经济企稳回升促进了税收增长，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则给经济平稳

恢复注入强劲动力。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发挥作用，促进税收和经济良性

循环。要落实好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同时，要防止违规收费抵消税费

优惠政策红利，切实激发市场活力。

王 铎作

“一份13.14元的奶茶，打包费竟要

4元，而送来的这杯奶茶外面就只有一

个塑料袋”“18元的麻辣烫外卖，包装费

要6元”⋯⋯近期，外卖打包费乱象引发

了网友广泛关注。网络订餐已成为很多

商家营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降

低成本，商家收取打包费具有一定合理

性。然而，一些商家把打包费异化为一

种“赚钱套路”，打包费定价远高于成

本，有时即使购买无需打包的产品也默

认收取打包费，甚至存在反复收费的情

况，往往让消费者感到不适。这种行为

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侵

犯，并且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外卖

商家应诚信经营，多在食品和服务质量

上下功夫，相关部门应指导外卖平台针

对外卖包装及打包费制定统一规范，并

适度降低商家经营压力，构建更加友好

的消费环境。 （时 锋）

自中央“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科类校外培

训得到有效治理，教培市场大幅降温，家长和学生

负担有效缓解，全社会逐渐形成支持认可“双减”

的良好氛围。但是非学科类教培机构问题依然凸

显，一些机构资质欠缺，培训质量难以保障；一些

机构趁机抬价，扰乱行业发展秩序；还有一些机构

过度营销，无端制造焦虑，种种乱象侵害了学生和

家长的合法权益。在巩固学科类培训治理成果的

同时，同步规范非学科类培训也须提上议事日程。

去年 12 月份，《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

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印发，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快解决非学科类培训出现

的问题，全面规范非学科类培训行为，对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治理作出系统部署。近日，教育部深入

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地打通政策堵点，加快非

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登记工作。

对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准入程序，《意见》

中已有明确规定。非学科类线上培训机构须依法

取得省级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后，再依法进

行法人登记，并向所在地省级电信主管部门履行

互联网信息服务核准手续。非学科类线下培训机

构须取得县级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后，再依

法进行法人登记；跨县域开展线下培训的，要依法

按要求在每个县域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许

可。对于经营多种非学科类业务的机构，可由主

要监管部门牵头，实行部门联合审核。

针对一些地方非学科类培训门槛偏低、鱼龙

混杂等问题，《意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明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与学科类培训机构同

样实行“先证后照”制度，依法取得主管部门的行

政许可后，再依法进行法人登记。行政许可的层

级与学科类培训机构保持一致，线上机构为省级

管理，线下机构为县级管理。因非学科类培训种

类繁多、专业性强，规定由省级明确的相应主管部

门结合本地实际，牵头制定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

基本设置标准，以保证服务质量水平。

此次教育部也明确了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细化文艺、科技、体育等

培训类别细目清单，并向社会公开，还要求各地创新工作方式，打通政

策堵点，优化证照办理的程序。各地须明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申领行

政许可的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切实提升审批效率和服务质

量，为合规机构申领证照提供便利。对经营多种非学科类业务的机构，

要由主管部门加强牵头统筹，相关部门配合联动，实行联合审批。

不论是学科类学习还是非学科类学习，学校应始终是教育教学的

主阵地，校外培训的定位是有益补充。学校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坚持减负与提质增效并重，增加非学科

类学习供给，加强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的教师配备补充。教育

部门及学校引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时，须通过招标等竞

争性方式确定，并要明显低于培训机构在校外提供同质培训服务的收

费标准。

目前，各地都在陆续安排体育、艺术等科目进入中考，须明确引入

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非为了竞争选拔。须警惕一些非

学科类培训机构对体育、艺术纳入中考政策进行刻意曲解、制造焦虑，

将学生和家长裹挟其中，被动参加校外培训并增加负担。此外，也应从

根源着手，改进体育、艺术中考的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方法，加强过程

性考核，并逐步实现考试成绩等级呈现，旨在侧重对学生运动习惯和艺

术素养的养成。

最新统计显示，1 月份至 3 月份我国

税收收入呈现增幅由负转正、逐月回升的

向好态势，实现良好开局。同时，税收大

数据也显示，今年以来企业销售收入增速

逐步回升，经济运行转暖升温。税收与经

济均逐步向好，二者呈现良性循环、互相

促进态势。

经济运行状况对税收产生基础性影

响，二者关系犹如源与流、根与叶。今年

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一系

列稳经济政策的效果持续显现，生产需求

向好、经营主体活跃，我国经济运行整体

呈现企稳回升之势。经济平稳恢复，为税

收增长提供坚实基础。

同时，税收政策在经济宏观调控中的

作用日益增强。今年我国延续和优化实

施税费优惠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激

发企业活力。企业发展好了，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增长，就会带来更多税收。

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一系列税收

数据反映出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一季

度，在去年同期基数较高、今年继续落实

退税减税政策导致减收等因素影响下，税

收收入实现正增长。此外，全国领用发

票、有收入申报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较大

幅度增长，显示出疫情时受到冲击、生产

经 营 较 为 困 难 的 经 营 主 体 的 活 力 加 快

恢复。

可见，经济恢复带来更多税源，促进

了税收增长，税费优惠政策则给经济平稳

恢复注入强劲动力，税收增长也让政府投

资、百姓民生等有了更坚实的财力保障。

这种良性循环，有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的财

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作为积极的财政政

策的重要举措，税费优惠政策要继续发挥

突出作用，进一步促进税收和经济良性

循环。

一方面，要落实好一系列税费优惠政

策。今年以来，我国先后两批发布延续和

优化实施的税费优惠政策，突出对小微企

业 、个 体 工 商 户 、科 技 创 新 等 方 面 的 支

持。这些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1.2

万亿元，加上继续实施的留抵退税政策，

预计全年可为经营主体减轻税费负担超

1.8 万亿元。在已多年实施大规模减税降

费的背景下，今年的减负力度仍然较大，

而且突出精准性，降低负担、促进就业、支

持创新等政策效应将更明显。

另一方面，要保持查处涉企违规收费

的高压态势，防止违规收费抵消税费优惠

政策红利。各种形式的收费，经常构成企

业不小的负担。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的

同时，要严防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加重

经营主体负担，特别要盯紧交通物流、水

电气暖、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社会

反映比较强烈、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

目前，财政收支总体上呈现紧平衡，

一些地方收支矛盾较为突出。越是这种

情况，越要防止有的地方、单位出现“三

乱”的现象，通过建立防治并举的监管长

效机制，加大监督执法力度，斩断伸向企

业的“黑手”。只有把整治涉企违规收费

与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结合起来，才能避免

“按下葫芦浮起瓢”，更好发挥纾困政策红

利，切切实实为企业减负，激发市场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

在经济面临国内外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和风险挑战仍较多的情况下，财政、货币等

政 策 要 高 度

重 视 为 经 营

主 体 纾 困 解

难 ，通 过“ 放

水养鱼”推动

企 业 生 产 经

营好转，从而

更 好 稳 定 经

济运行，使税

收 和 经 济 均

能平稳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