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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曹德旺跑路”事件引发

的关于企业税负的争论此起彼伏。

美国虽然没在商品生产环节征

增值税，但在商品流通末端有销售

税，税率由各州自定，为销售额的

3%—7.5%不等，平均约为6%，在总税

收占比不到10%。中国增值税的税

基是增值额，全国企业平均增值为销

售额的30%左右，即美国的6%的销售

税率与中国的17%的增值税率税负

大体相同。

美国的主体税是直接税，其个人

所得税（占比35%）、企业所得税（占

比7.5%）、社保税（占比33.5%）与房地

产税（占比8.8%）之和在其税收总额

中占比达85%。个人所得税作为美

国第一大税，纳税人口占总人口的

50%左右，而中国个税在总税收中占

比仅约 6%，纳税人口占总人口的

10%；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25%也低

于美国的39%。中国的主体税是间

接税，营改增后，主体税种为增值税、

消费税，在总税收中占比约为65%左

右。结论是两国的主体税种税负水

平大体相当或相差不多，只是不同的

税种对应的实际纳税人面宽窄不同，

而税制结构大不相同。

当前应稳定财政收入占GDP的

30%—32%的宏观总税负，进一步调整

优化税制结构，我们应当逐步增加有

正作用的直接税占比。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可保持不变，低档税率可降到

1%—3%，并尽快出台以抑制非居住

房和超多套房为主的房地产税，国家

可以设定宏观的政策指引，具体标准

交由城镇政府依据城市大小、人均面

积、房屋区位、套数等因素“因地制

宜”自行设定。同时，逐渐降低具有

累退作用、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的增值税税率，还要增加环境资源

税。

一个民族是否伟大取决于其全

体国民素质的总水平，而国民素质的

总水平有两个重要标志，即战争时

期，无偿当兵；和平时期，无偿纳税。

因此要在前述所说税制政策调整的

基础上，大力倡导全体公民的国家意

识和互助情怀。

2016 年我国实施“营改增”制

度，无论是从国家的初衷还是理论

上讲，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是为了

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但实际效果并

不理想，甚至花费更多。

增值税是一种非常严格的税

种，有很严格的法律法规，程序又

比较复杂，说实话非专业人士很难

说清楚。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增值税

的发票冲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服务性行业

都有一定难度。另外，我国的民营

企业实际上都是私人企业，但由于

我国实行的税收制度是双重税收，

企业缴纳了经营过程中的各种税

收后，余下的钱本来属于个人或者

股东的，但是还得交个人所得税。

新一届政府提出了简政放权，

初衷也是帮助企业减轻负担。简

政放权是指精简政府机构，简化各

种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但事

实上，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有的部门

确实已经简化了审批程序，但规范

高效的服务意识不足，这就造成了

程序减少门槛依旧。

至于放权，有的权力只是下移

了，比如中央放给省市级地方政

府，或者省市放给市县级等，企业

该走的程序依然要走，本质上根本

没有改变。下放到基层本来是好

事，但有的基层在执行这些规定

时，如果法律意识及服务意识不

强，业务不熟悉，执行政策不到

位，有时这个程序可能会比在上一

级部门更慢。

企业更期待减负能真正给力，

能够接地气。实际上，企业所希望

的简政放权第一位的应该是简化，

即把一些不合法规、有碍于经济发

展的条条框框真正去掉、不必要的

程序简化掉，这样才是实实在在的

简政放权，真正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与成长。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成立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的通知，以贯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加快推进新材料产业发展。预计该

领导小组牵头，2017年度国家将重

点扶持新材料产业，继续出台和落实

相关产业政策。

相比发达国家，新材料还是我国

的产业短板，亟须加快推进产业发

展。预计其中包括气凝胶在内的新

材料，国家都会在2017年加大科技

研发、资金投入等。

截至目前，我国的高端新材料的

应用，还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

距，很多基础工业的新材料的使用还

是采用国外的技术和产品，而不是国

内的技术和产品，因为我国的新材料

产业化还没有形成。国内很多企业

可以说根本负担不起新材料的科技

研发以及资金投入等。而且，企业首

先要生存，即使拥有较好的创意和技

术，但是在研发、生产方面没有雄厚

的资金支持以及实用的产业配套政

策支持，就很难取得很好的结果。

因为我们是做气凝胶新材料的

企业，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国家的相关

政策和标准，包括气凝胶材料应用的

方向和范围、专项产业基金的建立、

对龙头企业的支持，以及上下游产业

链的建立、加强产业集中度、集聚科

研力量等。

我们建议，国家要加快对低端材

料包括有致癌物、节能环保效果不明

显等材料的淘汰步伐。同时，应对新

材料进行补贴及产业支持。避免高

端材料与低端材料在市场中不平等

竞争，抑制“劣币驱逐良币”市场环境

的形成。

在国内，很多方面都存在对民营

企业的一些歧视，包括资金扶持、贷

款等，这就不仅需要产业政策，而是

需要社会舆论导向和人们观点的转

变，就是大家不要只看重企业背景，

而是要更多关注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最近关于税收过高，特别

是“死亡税率”的说法引发社会

广泛争议。我经常与温州中小

企业打交道，比较了解基层情

况，最清楚他们的疾苦。

实体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

存压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

果国家不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措

施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的发展，将造成越来越多的企

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危机。究其

原因，经济大环境当然是重要

原因，但高成本无疑是绕不过

去的坎。目前，企业的成本已

经高到企业无法忍受，甚至无

利润可言的局面，而这其中，税

收又占据重要部分。我国间接

税和附加税太多，现在的税负

对企业而言，是竭泽而渔，企业

家没办法承受，所以企业倒闭、

资金外流的现象不可避免。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企业的利润

毛利大概有12%左右，实际上这

也是世界同行最低的利润了。

但现在普通制造业的利润只有

1%—3%，稍微好一点的是 5%。

我们也发现，虽然行业不同，税

负不同，但是企业普遍觉得过

重的税负，压得他们透不过气

来。如果只是个别行业的个别

现象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普遍

是这样，这肯定就是问题。

税制改革已经喊了很多

年，2016年 5月份“营改增”终

于落地了，但实话实说，“营改

增”的实施并没有减轻企业的

税负，有的行业甚至觉得加重

了税负。在中国，99%是中小企

业，实际情况是中小企业根本

拿不出那么多抵扣的发票，抵

扣不了就成为企业自身的负

担。

我认为税制改革一定要彻

底，真正帮助企业减负，这样企

业才能生存发展。不然企业都

死了，税收也没有了，老百姓就

业也没有地方可去，可能会引

发更多的社会问题。要直接减

税，把间接税全部并到直接税

里；同时，现在各种教育附加

税、城建税等行政性收费非常

多，要彻底清理，合法的、必须

上缴的直接归纳到税收里面

去，真正阳光纳税、依法纳税，

免去各种乱税费，彻底减轻企

业负担。

应彻底清理
行政性税费

温州中小企业
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在国家层面，预计2017年“中

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衍生的

各种政策会继续落实和推进，“扶

贫”也会变成“双创”的一个重要部

分，各产业都会结合供给侧改革推

出相应的扶植政策，留学人员的创

业优惠政策也会一如既往。

在企业层面，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政策引领下，创新的思路和

想法、创新的商业模式在创业中的作

用日益凸显，是创业成功的基因。在

这样的政策推进和帮助下，Makeba-

tor创客孵化器近年来在业内经营和

发展得很好，专注发展与智能硬件产

业相关的创新型孵化器。

未来我们将依托长虹、LG等多

家顶级产业机构形成孵化器战略联

盟，提升智能硬件创业成功率，为孵

化的创业团队提供大数据、投资、众

筹等全方位战略资源。政策方面，

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优惠的支持

和帮助，鼓楼区为我们提供了办公

场所，免租金3年。而且根据考核

指标，每年还会提供给企业一定的

运营补贴。这也是“双创”型企业较

为需要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因为很

多“双创”企业在初期市场拓展方

面，办公场地和租金是较为重要和

制约公司发展的因素。

在“双创”方面，预计2017年国

家的相关产业支持政策将继续落实

和推进，尤其是北京中关村的企业，

将更多享受到相关实惠和支持。因

为此前国家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中显示，北京被定位为“四

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此外，预计2017年，中关村核心区

“6+1”战略将继续推进。所以，2017

年我们企业的经营重点也将会放在

京津冀区域“4+N”战略合作功能区

建设，从北京出发，以点带面，同时可

以给予相关项目场地和资金的支持，

以便孵化更多的优质项目。

远见与论衡远见与论衡··财税与产业政策财税与产业政策

【政府/协会】
【企业】

经济形势依旧严峻，财政政策将如何制定？企业税费负担如何切实获得减免？产业政策将

会有哪些新举措？政策制定时如何最大限度做好一线调研？

逐步提高直接税降低间接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

税费过高削弱企业再发展能力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

新材料产业发展需政策推进
天津摩根坤德高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振声：

扶持创业型企业政策要落地
Makebator创客孵化器合伙人王克成：

【学者/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