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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着中国残疾人就业的探索模

式———福利企业正在遭遇生存寒冬。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梳理民政部

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得知，从 2007 年 4 季

度到 2014 年 1 季度， 中国福利企业从

25969 家锐减至 17876 家， 降幅超过

30%。

“退税政策优惠变小是很多国内福

利企业关停的主要原因。 ”一位不愿具名

的福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福利企业主动“摘帽子”

近期在吉林、 内蒙古等地区采

访时， 多家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福利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福利企业退

税政策的优惠变小， 政策的吸引力

减弱，导致很多企业主动摘掉福利企业的

“帽子”，因此关停的福利企业亦不在少数。

福利企业是指集中安置有劳动能力

的残疾人就业的特殊性经济组织。其福利

特征表现为安置残疾人的人数按政府规

定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的一定比例，国家

对这类经济组织酌情减免产品税、 营业

税、增值税等。

“福利企业的盈利能力本来就很弱，

因为企业技术力量不强，职工队伍素质又

不高， 大多数福利企业都处于微利状态，

退税政策的优惠下降，更是大大的压缩了

福利企业的利润空间，扛不过去的只能关

停。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此，来自民政部官网的两份公开统

计季报印证了上述负责人的担忧。

来自民政部官网的《社会服务统计季

报》（2014 年 1 季度）报表显示，国内共有

福利企业 17876家，福利企业中残疾人数

52.9万人。而这一数据，在该官网的《民政

事业统计季报》（2007年 4季度）报表中则

显示，国内共有福利企业 25969 家，福利

企业中残疾人数 55.6万人。 7 年间，福利

企业数量锐减 8093家， 福利企业中残疾

人数量锐减 2.7万人。

政策变化是主因

上述负责人所讲的退税政策优惠变

化出自国家 2007 年发布的《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的通知》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

收优惠政策征管办法的通知》（以下统称

“新残疾人就

业税收优惠政

策”）等规定。

公开资料显示，2007 年实施的新

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企业安置

残疾人退税最高限额为每人每年不得超

过 3.5 万元；单位支付给残疾人的实际工

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并可按支

付给残疾人实际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

而 2007年之前的残疾人就业税收优

惠政策规定，福利企业凡安置残疾人员占

生产人员总数 50%以上的，增值税全额退

还；凡企业安置残疾人员占职工总数 35%

以上的，企业所得税全额退还。

“实际上，福利企业根本拿不回全额的

一个残疾员工一年 3.5万元的增值税退税。

按照规定， 一个残疾员工每年最多退增值

税 3.5万元，但这退回的 3.5万元国税部门

要求企业财务算进利润中，这笔退回的 3.5

万元增值税退税还得和其他利润一起再缴

一次企业所得税。 ”上述负责人说。

除了退税优惠变小之外，不断升高的

用工成本也挤压了福利企业原本的微利。

以太原市为例，残疾员工的最低工资

标准从 2007 年的 610 元增长到 2014 的

1450 元， 而安置残疾职工的免税额并没

有同步增长。

或致残疾人就业变难

“福利企业的设备高损耗也是重要的

支出之一。 ”

某福利企业

刘姓负责人向记者解释说，“以我们企业

设备上的钢针为例，钢针一组是 12 根，假

设成本为 120元，一旦设备发生故障导致

钢针折断，正常员工可以在第一时间听到

声音后立刻把设备关停，但是残疾员工就

不行，因为我企业中多数残疾员工都是聋

哑人，他们听不到声音，往往等他们发现

故障再关停设备时， 一排 12 根钢针全部

都折断了。这就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运营

成本。 ”

“福利企业原本就是微利生存， 而现

在的政策变化，导致了福利企业的增值税

退税优惠额度锐减，企业所得税退税金额

减少，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残疾人的就业

问题。 ”刘姓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2013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

截至 2013 年底， 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

445.6万人。 按照文中上述福利企业中残

疾人数据计算，国内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

就业约占国内企业 1/9。

值得关注的是，记者采访的数名企业

负责人皆表达了担忧情绪，认为如果政府

不能加大对福利企业的减免税力度，切实

为企业减负，那么福利企业群体可能会继

续萎缩，影响残

疾人就业。“这样发展下

去，不仅不会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反而会

让更多残疾人或失业或再就业！ ”

“首先要突破 3.5 万元的减免税封顶

政策，实行按残疾职工最低工资的 6 倍标

准来享受税收减免，建立退税标准自然增

长机制。 其次，对返还的退税在企业所得

税清算中给予一定优惠。再次，根据实际，

减轻因残疾职工工资和各种保险逐年提

高等导致用工成本增高对福利企业的影

响，以推动福利企业发展，增加残疾人就

业。 ”刘姓负责人如是说。

全国人大代表、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提交名为《关于

进一步提高和落实福利企业优惠政策的建

议》议案中称，为了保障残疾人的切身利益，

促进残疾人的就业，国家从税收、见习补贴

等方面给予了用人单位一些优惠政策，较

好地支持了福利企业的残疾人用工工作。

但是， 随着市场环境不断变化和社会人工

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在实际运行中，也感觉

受到一些制约和限制， 原来的政策跟不上

时代的发展，制约了企业对残疾人的使用。

本报记者 江丞华

负担加重

福利企业七年锐减 8 万家

（上接第一版）

村民张靖华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2004 年，宁波洛兹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洛

兹置业）参与长汀村的旧村改造项目。 按

照协议，长汀村提供 86442 平方米（约 130

亩） 的土地给洛兹置业搞房地产开发，共

计 3.3725 亿元； 另免费提供 117232 平方

米（约 176 亩）土地用于建设长汀村的旧

村改造项目， 总共建设 155815 平方米，村

里按照每平方米 1500 元的成本价回购后

再分给村民。

但事实上洛兹置业进展并不顺利。 锦

屏街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

者，由于农村关系复杂，再加上土地征用、

补偿等矛盾， 特别是后来引发的村民上

访、打官司等一系列的问题，使得用于商

业开发的地块拆迁进度非常缓慢，洛兹置

业根本无法开工， 最后不得不放弃该项

目。 在代建完一期、二期安置房后，洛兹置

业于 2007 年彻底退出长汀村旧村改造项

目。

村民张非（化名）告诉记者，洛兹置业

退出后，2007 年， 奉化政府方面邀请本土

地产大佬浙江兴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兴

润置业）参与长汀村旧村改造项目。 记者

查阅的资料显示，奉化市锦屏街道长汀村

旧村改造项目，启动于 2003 年，要新建村

民安置房 19 万平方米。 项目实行“边拆迁

安置、边商业开发”的运作模式，以村民安

置房 + 货币的方式，换得村里土地的商业

开发。

兴润置业接手后加大了投资力度和

工程进度。 2009 年初至 2012 年 5 月，兴润

置业一共代建了 15.82 万平方米， 共 900

多套安置房。 这些安置房的工程造价约

3000 元 / 平方米（不含绿化等附属设施）。

以此计算，仅安置房的建造成本，兴润置

业就需要投入约 4.7 亿元。

张非告诉记者，实际上，兴润置业的

投入远高于这个数据，起码应该达到五六

亿元。 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部分村民一

直不同意村里实施的旧村改造计划，使得

原来规划中的商业开发部分拆迁进行不

下去，工程无法实施。 而大量的投入，使得

这家民营企业到民间大量融资，最后惨遭

资金链危机。

至此， 长汀村的旧村改造再一次停

止。 记者就长汀村旧村改造相关事宜想拟

采访锦屏街道，街道办办公室一位负责人

以由市委宣传部统一回答婉拒了记者的

采访要求。 记者按照要求提交采访提纲

后，奉化市委外宣办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将由锦屏街道提供书面答复。 此间，记

者多次催促，但截至发稿，时间已经过去

数月，未见任何回复。

兴润置业崩盘案中案：

地产大佬“死”因再探

（上接第一版）

即将实行的企业信息公示制度

会对企业产生哪些颠覆性影响？

在 8 月 26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

组书记、 局长张茅面对《中国企业

报》 记者的提问表示，“‘颠覆性’这

个词用得很好， 这种公示确实会带

来所谓的颠覆性作用。 企业公示制

度确实颠覆了我们多年来市场监管

的方法， 工商人员习惯的工作方式

已经变化了， 重构了我们的监管体

系。 ”

张茅说， 第一是强调了企业的

社会责任。 按照三中全会决定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把权力还给市场和企业， 充分发挥

企业的主体作用。 企业公示是企业

对社会的承诺或者是宣誓， 不是政

府对企业包揽干涉， 是企业要对社

会付出责任， 尤其是公示信息的真

实性、及时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完

全意识到， 对企业家们来说企业的

责任加重了。

第二是强化信用的约束。 将来

整个监管方式以社会的信用作为基

础，企业要依法守信经营。

第三是体现了部门的联动，信

息共享。 对于企业公示的信息，各有

关部门、社会公众、消费者、行业协

会、竞争者，与企业相关的上下游的

供货商或者是银行都能了解， 就形

成了社会共治的局面。

第四是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

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企业发展的

好坏交由市场来评判， 而不是政府

来干预。

创业圆梦， 每天诞生的

企业多了 3600家

“我们感到，在门槛降低、流程

简化的政策吸引下，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的创业热情被激发了出

来。 ”8 月 27 日，北京市工商局海淀

分局登记科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

今年 3 月 3 日， 在北京市工商

局海淀分局二层登记注册服务大

厅， 工商部门发出了注册资本登记

制度改革后的北京市首张新版营业

执照。 这家名为“北京紫晶立方科技

有限公司”的企业，是来自清华大学

的五位大学生共同创办的， 他们利

用自己 3D 打印技术特长投资了这

家注册资本 10 万元的公司，成为北

京市享受工商登记制度新政的首家

企业。

“公司登记制度的创新和准入

门槛的降低将会进一步营造良好的

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 激发投资热

情，调动各方面的投资力量，鼓励创

业、带动就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

小微企业等新兴企业的发展具有巨

大的推动作用。 ”国家工商总局党组

副书记、副局长刘玉亭表示。

“改为认缴登记制，就不再查看

验资报告，对企业而言，就会省了验

资这部分成本。 ”河南永华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所长杨培华分析说。

“像我们小微企业，本身也没有

多少资金， 如果注册这一块花费太

多资金的话， 可能其他的地方就会

受影响。 实行了认缴制度后，股东以

认缴的出资为限承担责任， 我们可

以根据公司的业务开展需要， 在承

诺的出资期限内陆续资金到位就可

以了。 注册手续比较简单，发照的速

度也大大提高， 我们注册这个公司

只去了两次， 第一次明白了所需的

手续， 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拿到了营

业执照，而且没有收钱。 ”河北石家

庄市大印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雪娇说出了省钱的“小秘密”。

改革以来新设企业一直保持高

速增长。 据统计，去年我国一天诞生

企业 6900 家，今年 3—7 月 ,全国一

天诞生企业 1.05 万户， 今年比去年

每天增长 53%。 去年注册资本一天

是 262 亿元，今年是 537 亿元，增长

了 104%。

以北京市为例，3月 1 日登记制

度改革以来至 6 月底， 全市新设企

业 6.97 万户，同比增长 77.96%。 其

中公司制企业 6.61 万户， 同比增长

83.5%。

而诞生企业的质量如何？“最

近， 我们抽查了 30 家新增企业，其

中有 60%的企业都按期入资， 都是

从实际出发的。 ”张茅对《中国企业

报》 记者说，“我们日常的巡查改为

抽查， 这对于我们工商系统也是颠

覆性的。 我去调研，和某些工商所长

座谈，我说改这个怎么样，他说为什

么要改，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

得挺好。 巡查我也参加过，他们日常

的工作，一天跟班工作，采取巡查，

我们过去有六证六查， 这种检查的

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形势。

我们改成抽查， 这对我们监管方式

也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 我们要学

习新的方式。 现在抽查，我不去你的

企业， 二是通过信息化、 通过大数

据， 就能了解到你们公司的信息是

否真实，就可以对你作出评判。 ”

如何“更解渴”？“大门”

开后开“小门”

简政放权之后， 很多企业表示

确实便利了很多， 但是仍然有不到

位、感觉“不解渴”的地方。

张茅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

示，“企业反映还有不少的问题，形

象地说，你们把大门开了，我们进去

以后还有很多小门， 有的我们找不

到，或者也打不开。 这些问题，国务

院也非常重视， 克强同志也多次作

出批示，要求我们研究，如何进了大

门以后不让这些企业退出去， 我们

要把小门标出来，把小门也打开。 ”

“从 9 月 1 日开始将 31 项前置

审批后置， 这也是打开小门的一部

分，今年还要继续研究改革，当然还

有其他一些小门， 我们现在正在研

究，逐步解决，主要是简政放权，减

少审批。 ”

在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门

口， 记者采访了前来办事的某建筑

行业经理。 她直言不讳地表示：“我

们是委托中介来办的， 实缴改认缴

之后， 中介以前提供的某些服务现

在不需要了，这笔费用省下来了，企

业可以直接获利。 因为现在改信用

制了， 企业需要什么时候缴纳就缴

纳，这点不错。 但一些后续的东西，

比如企业迁户， 将中介提供的地址

迁到我们实际的地址比较麻烦，程

序繁琐。 企业经营了一段时间以后，

会逐渐暴露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

中介不愿意解决， 企业自己要浪费

不少精力。 ”

记者看到， 在工商局马路对面

的几家中介公司“生意兴隆”。 一家

中介公司的经理董兵表示，“作为代

理机构，工商局每年给我们培训，把

条条框框说清楚。 ”

谈到客户， 他说：“刚开始很浮

躁，真的浮躁，全是奔上亿元的公司

来注册的，现在‘实’下来了，50万元

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多了。客

户通过一段时间对政策的理解，逐

渐回归了理智，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

照。 ”

董兵也谈到自己的顾虑：“关键

是《公司法》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对

注资缴付的年限没有限制，100年以

后认缴行吗？ 我们底下执行的感觉

很奇怪，工商他们也很不理解。 谈到

抽查， 北京现在的企业大概 60 万

家，每年抽查 10%就是 6万家。 工商

基层才多少人，抽查得过来吗？ ”

记者从北京市工商局相关科室

了解到一些数据， 注册资本极大或

极小的情况未普遍出现，3万元以下

的小规模公司仅占当期设立总量的

0.77%，82.68%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仍

然集中分布在 10—500 万元的传统

区间。

“注册资本是逐步到位的，不

是一下到位的。 ”张茅说。除了大量

的企业注册，降低了企业的设立资

金门槛，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的资金

成本，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企

业不需要大量的资金等待注册，现

在可以逐步到位，其他资金就可以

去周转，而且根据生产实际经营自

行决定企业注册的时间、金额。 原

来的注册资金里借用资金和虚假

入资很多，现在的改革提高了资金

的周转效率，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

本。

工商登记 300 天嬗变：新生企业每天多增长 36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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