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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成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要义无反顾地推动房地

产税制改革，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近日央视网做的一份调查显示,逾五成人表示有很大影

响。此外,有26.01%的受访者相信房地产税一定程度可以抑制

房价。

“房产税落地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多位接受

采访的人士均给了《中国企业报》记者这样的答案。但业内人

士认为，房产税短期内不具备落地条件，预计要到2020年。

影响房地产去库存

房地产税一旦开征，将对过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特别是

投资性需求形成极大的抑制。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记者表

示，由于房地产税是对存量房进行征税，因此它落地之后，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抑制房地产投机，并倒逼一些存量房流入市场，

让房价有所下挫。对投资客有一定的打击、对整个楼市健康稳

定发展有益是其最大的两个意义。

“房产税的出台对房地产市场会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

去库存压力会增大。”浙江某县级市房开老板程健伟（化名）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按照上海、重庆等地的房产税试点，家庭

每个人成员60平方米后超过的部分都应该缴税，如果再购置

100平方米意味着需要每年缴税4000多元，这会打击购房者和

投资者的积极性而影响去库存。

程健伟告诉记者，以他们市为例，80多万人的小城市，目前

还有30000多套存量，这还不包括正在规划或者已经购地准备

建房的数据。他说，他们市里已有多家房地产公司已经破产倒

闭或者正在走法律程序。他对记者坦言，现在他们公司的房

子，每卖出一平方米就要亏2000多元，但还是销售不出去，主

要是因为县城的房子基本上还是本地人买。“老百姓手里压着

300—500亿元的房产，怎么去拉动消费？”程健伟显得颇为无奈

地说，老百姓哪还有什么钱去投资房产。

房产税与去库存的政策相互矛盾。程健伟对记者表示，一

方面各地不断出政策去库存，一方面面临着房产税出台打压房

地产市场。他说，实际上大城市本身就不存在去库存，像北京，

这几年房价一直是高歌猛进，还需要去库存吗？真正难的就是

他们这样的小城市，三四线城市。他忧心忡忡地说，买房已不

易，还要再缴税，如果房地产个税真的开征，巨大的楼市库存消

化起来就会难上加难，倒闭的房产公司会更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也

指出，房地产税作为一种地方税，在走完立法程序之后，可以选

择先后实施，分城实施。在一些房地产市场过热的一二线城

市，可以选择先行实施。

难以找到别国借鉴

事实上，房产税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早在2003年提出

物业税，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房产税，并开始在上海和重庆进行

试点。2013年，正式提出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步伐”。但时间

过去了三年，房产税至今并没有出台。

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透露:“房产税立法仍在

起草过程中，进展较少。”

宋清辉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因为中国国情原因，房

地产税等政策不会很快见效。此外，因为房地产税牵涉利益甚

众，必然会经历各种利益的博弈，他预计政策要在2020年左右

才会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指出，目前中国三四

线城市正在艰难去库存的过程中，全面推广征收房地产税阶段

可能需要3—4年时间。因此，官方涉房政策不会轻易冒险。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甚至曾经表示，“中国的房

地产税是土地国有制下对私人住宅征收的财产税，这在国际上

难以找到借鉴先例。”

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对记者表

示，对于房地产税立法的进展表示不乐观。他认为，“我们不能

指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推出这项政策，事实证明，一个税种的

推出如果过于仓促，在执行中会有很多后续问题不好解决。房

地产税宁可晚一点出台，也不能出原则性的、颠覆性错误。”

住在杭州网首席评论员丁建刚认为，房地产税在起草过程

中，实际上是对现行税制以及有关的收费体系的再设计，因为

围绕着房地产的税收有很多，还有附加在土地上的各种各样数

不清名目的一些费用，都和房地产税有关。“这是一个非常复

杂和困难的过程。”他认为，如果中国现行的房地产开发和土地

出让模式不变的话，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征收，很可能是遥遥无

期的。

“早晚都会出台的。”程健伟告诉记者，房地产税是地方政

府重要的税收来源，这几年房地产形势不好，很多地方政府都

举债过日子，像他们的城市政府负债高达数百亿元，没有房地

产税，地方政府日子会很难过。通过征收房产税，等于帮地方

政府获得了一张长期“粮票”。

近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技

术进步工作委员会和清华大学技术

创新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中国工业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报告》首次发

布。

为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价中国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成长情况，促进广大企

业依靠技术进步加快转型升级、提高

市场竞争力，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支持

下，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技术进步工

作委员会与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

中心合作，借鉴欧盟创新调查经验，

基于国家相关部委公开出版的客观、

可靠数据，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定量化测评，编制

和发布了《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指数报告》。

这是国内第一份全面评价中国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展情况的

研究报告。该报告从技术创新总体

能力和技术创新潜力、技术创新效

率、技术创新实力三个分项能力，以

2009 年为基准，系统测算了 2010—

2014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指数，并分行业、分区域、

分规模和分所有制等多个维度进行

了深入分析和对比研究，客观展现了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变化

情况。

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技术进步

工作委员会和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

究中心将以此为基础，持续开展相关

测评和研究工作，定期发布中国工业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关指数，这对于

引导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和广大企业

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将起到积极

作用，并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了解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状况提

供参考。 （企宣）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报告》发布

中国企联发布2016年6月及上半年中央企业信用指数

央企信用状况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朱虹

远见

2020年落地？
房地产税这只抬起的靴子！

本报记者 钟文

中国央企改革日前再出重拳。8

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

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意味着中国

央企重组开启了新的时代。专家分

析，近年来，中央企业积极推进结构

调整与重组，布局结构不断优化，规

模实力显著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

升，各项改革发展工作取得了积极成

效。但总的来看，中央企业产业分布

过广、企业层级过多等结构性问题仍

然较为突出，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

高、企业创新能力亟待增强。因此，

国务院出台了上述《意见》。

宋清辉表示，《意见》明确到2020

年央企形成一批世界一流跨国公司，

这就需要中央企业下大功夫提升发

展质量，并进行大刀阔斧的央企改

革。2016年下半年，国内央企改革有

望驶入“快车道”，整合速度将加快。

在政策引导之下，兼并重组和破产清

算两种有效的手段应是改革的主抓

手，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阵痛，但却

能换来长期的蜕变。钢铁、煤炭、航

运、建筑建材、电力、铁路等行业由于

产能过剩较为严重，可能会率先推动

行业内央企重组整合。下半年，预计

这些领域的相关政策将会相继出台，

值得市场期待。

严跃进提醒，要看到在改革的过

程中还有一些难点，首先是后续融资压

力将增加，过去低成本利率融资的模式

会得到改变，那么央企后续如何拓宽融

资渠道是需要思考的。其次是央企内

部的兄弟类型企业业务重叠现象需要

得到解决，否则企业品牌很难树立。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企业信用指

数显示，过剩行业信用状况也得到改

善，反映出中央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有

序推进。

其中，煤炭行业企业 ECI6 月为

74.61％，2016 年上半年平均 ECI 为

70.77％，同比降低 3.04 个百分点；6

个月趋势值为1.68，2015年同期为－

0.02；6 个月波动率为 4.51，同比上升

1.74。平均 ECI 降低，趋势由稳定变

为上升趋势明显，反映行业逐步走出

低谷。

建材行业企业信用指数 6 月为

82.53％，2016 年上半年平均 ECI 为

80.4％，同比上升 5.68 个百分点；6 个

月 趋 势 值 为 0.64，2015 年 同 期 为

0.48；6 个月波动率为 2.46，同比降低

1.41。建材行业平均 ECI 上升，趋势

上升较明显，反映行业信用不断提

高。

“过剩行业信用状况得到改善，

反映出中央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有序推进，成效明显。

现实中，化解过剩产能面临的最大改

革难点是职工安置问题。央企职工

对进入新的行业缺少技能上、精神上

和思想上的准备。因此来讲，化解产

能过剩改革难点在职工方而不在资

产方。”宋清辉表示。

严跃进表示，产能过剩、僵尸企

业等用词其实背后都说明了部分企

业竞争力非常弱。此类行业或企业

信用状况得到改善值得肯定，尤其是

部分企业主动迎合“一带一路”政策，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能够不断输出过

剩产能。这都值得肯定。

业内人士指出，在产能控制趋

严、政策指向渐明的大背景下，煤炭

钢铁、建材等行业困局或将逐步缓

解，有望进入新一轮上行周期。

这一指数各分项指标也出现积极

变 化 ，如 ：公 司 治 理 指 标 6 月 为

83.68％，2016 年上半年平均指数为

81.3％，同比增加 6.93 个百分点；6 个

月趋势值为 0.24，2015 年同期为－

0.75；6 个月波动率为 3.16，同比降低

4.21，说明中央企业公司治理稳步加

强。6 月在 13 项分项指标中，高于

2015 年年度指标有 10 项。总体来看

中央企业信用状况整体向好，ECI 平

稳上升，信用要素也保持向好、平稳上

升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中央企业 ECI 整体提高，监

管部门信息指标平稳。反映出中央企

业实施“提质增效”攻坚战取得初步成

效，政策引导和支撑作用明显。二是

重组企业信用指数增加、趋势上升、波

动率降低，企业信用稳步提升，反映出

中央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

财务状况指标明显提高，反映出2016

年国家对中央企业政策性资金支持力

度加大，中央企业积极实施“成本管

控、效益否决”效果显著。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记者表示，今

年上半年，国内 105 家央企通过大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生产经营总体平稳，经

营效益逐步回升，信用状况在持续改

善中。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央企

经营状况改善在于国资委此前的管制

政策。对于部分经营效益低下的企业

来说，实际上会面临业务被并购的可

能。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此前保利

要并购中航地产业务，其实就表明此

类央企在地产业务经营上差异是非常

大的。从政策引导方面看，加快保险

资金等进入此类企业，既是优化股权

结构，同时也可以让此类合作企业与

央企进行新业务开发。比如说部分央

企积极进行金融业务创新，其背后的

逻辑是希望和金融企业合作，进而提

高投资效益。

中国企业联合会近日发

布了2016年6月及上半

年中央企业信用指数（ECI），

95.96%的数值比上月份上升

0.83个百分点，达到今年的最

高值。截至6月，12个月趋势

值 1.2、波动率 5.34。上升趋

势明显。专家分析，通过改

革，央企生产经营总体平稳，

经营效益逐步回升，信用状况

在持续改善中。预计下半年

国内央企改革有望驶入“快车

道”，整合速度将加快。

内部业务重叠现象改革有望加速

产能过剩行业有望进入上行周期

上半年中央企业信用指数整体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