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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费项目减少，但企业诉求仍然较高 

企业减负进入深水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②） 

《 人民日报 》（ 2015年 12 月 24日 02 版） 

 

 

  由工业与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15 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

显示，2015 年企业缴费负担总体下降，政府部门的收费项目数量减少，收费内容和标准

更加清晰，90%以上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政务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受经济下行压力

的影响，企业对各种负担和经营困难的主观感受增强，企业对加大减负力度的呼声仍然

较高。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列为明年经济发展的五大任

务之一，并列出具体措施，“组合拳”式地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 

  为企业减负的政策力度一直在加大 

  “你来我们这儿看看就会发现，今年冬天会比往年‘冷’一些。”浙江某县的一家牛奶

厂商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的市场需求量减了 40%。生产规模压缩了，生产的单位成本

更高了，宣传成本也相应提高了一些，加上用工成本一直在涨，企业有些犯愁。 

  “当然，我们也享受到了一些减负政策。”该厂商负责人说，今年省里对制造业企业

推行减免一个月的社保费，此外随着电价下调，每个月电费便宜了 2000 多元。但该负

责人表示，总体来说降成本的感受并不明显，一些隐性收费仍然存在。“比如向银行贷

款要提供资产证明，银行有指定的评估担保机构，我们只好又重复做一次。”该负责人

说。 

  这家牛奶企业的抱怨中有一些企业普遍反映的问题。《2015 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

告》显示，79%的企业反映了人工成本快速攀升的问题，66%的企业反映“融资成本高”，

这两个数字同比都有增加，此外，反映“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税费负担重”“市场增长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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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招工难”的企业比例分别达到 54%、52%、49%和 43%。 

  “企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在企业销售业绩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的背景下，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是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迫切需要降低企业各方面成

本，实现降本增效、改变企业盈利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

长刘元春认为，将降成本放在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十分必要紧迫。 

  事实上，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减负的政策力度一直在加大。去年 6 月国办印发加

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 30 号文，今年 10 月国务院决定，89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不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此外国家还大力整治“红顶中介”、规

范行业协会经营活动等。据统计，2013 年本届政府成立以来，中央层面已累计取消、停

征、减免了 42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可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约 1000

亿元。地方层面也取消、减免了一大批本地区设立的收费项目，仅 2014 年各省（区、

市）累计取消收费就超过 600 项。 

  改革力度大，为何有的企业仍然感受甚微？“个别部门和地区涉及涉企收费还存在

公示不彻底现象。部分收费项目需要进一步改革规范，尤其是隐性及强制性质的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收费已成为加重企业负担的突出问题。此外乱收费、乱罚款现象仍时有发生，

涉及垄断领域的收费也有待进一步整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

究室主任王继承研究员说。 

  “从存在的问题来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对降低企业成本的各项具体措施不仅全

面，而且抓住了要害，回应了企业的呼声。”王继承说，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已经走到了

深水区。 

  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是降成本重点 

  降成本“组合拳”，重拳是哪个？ 

  王继承认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最关键一拳，“制度性成本无处不在，而且

不容易用数字体现，会给企业发展造成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增加制度寻租空间”。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简言之就是政府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进一步简政放

权，清理规范中介服务。”王继承认为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

“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得到

推行，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一直都是企业减负的重头戏。事实上，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

不仅企业压力增大，政府也面临着财政收支压力。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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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

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调整积极财政政策方向，从原来侧重增加投资、增加财政支出转为减税为主，为

进一步减税降费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能让市场发挥更多作用，普遍激发企业活力，更有

利于结构调整。”王继承说。 

  “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也要依靠税制结构转型，将在生产经营环节征税转为在收入分

配环节征税，将生产型的税制结构进一步向消费型的税制结构转变。”王继承表示，调

研发现一些地区增值税、营业税占财政收入的大头，企业所得税占比少，这种税制结构

不利于企业盈利、做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低物流成本。王继承建议高速公路免费。“可以借鉴深圳

市回购高速公路的做法。”王继承说，“短期看政府支出了一大笔费用，个别市场主体收

费少了，但长期看能够减低区域总体的物流成本，增加全社会的经济活力，具有极大的

正外部性，也必将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相应的财政实力。”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降低社会保险费是难点 

  “我们为员工缴纳的社保费用占到工资支出的 40%以上，是一笔很沉重的负担。”一

家制造防盗门的小企业主说，为此今年他们干脆没有雇人没有开工，仅靠销售库存过活。 

  降低社会保险费，可以说是企业降成本呼声最集中的领域，恰恰也是降成本的难点。

社会保险费涉及的面广，同时又涉及社保支付能力的可持续问题。王继承建议：“可以

对中小企业实施‘阶梯性’的社保政策。” 

  王继承认为，中小企业从业者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创业者昨天可能还是失业者，拿上

营业执照后就需要向大企业一样缴纳同等比例社保，跨度太大，也不利于中小企业吸纳

就业，“社保缴费支出占中小企业总支出的比例相对于大企业社保缴费支出占企业总支

出的比例要高，建议中小企业的社保缴费比例应该实行与大企业有差异化的政策”。 

  同时，融资难、融资贵也是企业喊了多年的问题，因此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也是推进

难点。有手机企业曾向记者表达过忧虑，他们的代工厂由于融资难面临倒闭的风险，他

们也面临供应链部分断裂的压力，但其实该代工厂资质和信用都十分良好。 

  “金融部门必须要向实业让利，实业是金融的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

所长马骏说。“加强国家信用体系的建设是化解难题的药方之一。”马骏表示，信用体系

的缺失导致银行很多时候都不能判断企业资质。马骏认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信用体系的

建设，但还存在不同部门之间数据封锁、打架的现象，需要进一步打破数据不流通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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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此外，随着煤炭、石油等能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回落，刘元春认为我国电力价格还存

在一定下调空间，“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对重化工业增效将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 

  改革进入深水区，难点不容回避。专家们普遍认为，重在落实才能拳拳到肉，取得

改革的成果，要尽快完善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并落地，继续减免或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建立减轻企业负担长效机制。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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