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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公平普惠、高效直达，五
年累计减税5.4万亿元、降费2.8万亿
元”“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
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
优化的优化”……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减
税降费和税费优惠政策优化建议的表
述，成为在川全国人大代表和住川全国
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减税降费效应凸显

来自制造业的全国人大代表、东方
汽轮机有限公司工艺部副主任曹天兰
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将减税降费成就归
纳为“留得青山”和“放水养鱼”，简洁而
生动。2022年，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享受到了超亿元的税惠。“减税降费为
四川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企业迈向创新
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极大地助力了我
们研发的推进。”她说。

当听到“全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超
过 2.4 万亿元”时，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总经理柳江感慨道：“长虹作
为受益经营主体，感受真切！2022年
仅留抵退税一项，我们就享受退税超
亿元。”

既有阶段性措施又有制度性安排，
五年来，减税降费为长虹的“科研发动
机”里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燃料。以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例，制造业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扣除比例从50%、
75%提高至100%。柳江谈到，各项政
策很好地印证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增
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的表述，也鞭策
着长虹继续深耕科创行业，当好科技川
企“龙头”。

政策延续提振信心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要保持政
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
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小规模
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政策、小微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
税……2023年，各项税费支持政策仍
将对助企纾困、稳住经济大盘发挥重要
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切实落实“两
个毫不动摇”，释放出鼓励支持民营经
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信号。
作为系列税费政策扶持的“大多数”，民
营企业信心倍增。

全国人大代表，眉山市东坡区太
和镇永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
雪平，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稳定
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特别是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等内容，都重点圈注
了。

“近年来，涉农的税收优惠不仅力
度大，持续性也很强。除了初级农产品
免征增值税、农产品批发市场免征‘房
土’两税等长期性的优惠政策外，国家
还在部署实施农户小额贷款免征增值
税等新型普惠金融类优惠政策，能有效
应对‘三重压力’。”时刻牵挂着家乡农
业产业化发展，李雪平对延续的税惠政
策始终心中有数。

农业、农村、农民切实享受并将继
续享受各项税费政策红利，李雪平坚
信，永丰村一定能持续建设更高水平的

“天府粮仓”。

精准优化释放红利

2023年的减税降费“红包”如何延
续与完善？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
校长助理徐玖平看来，税惠政策延续与
优化，实际上就是政策覆盖面与精细度
的扩展和延伸。他认为，税费政策的优
化将会从“精准性”上发力，“将聚焦重
点领域、重点主体，特别是突出对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特困行业等微
观主体的支持，是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性举措。”

如果说政策延续是为了稳定市场
预期、稳住经济大盘，那么政策优化就
是为了保证国家调控政策的精准扶持，
将税费优惠红利直接投放到消费、就业
等民生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油樟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宜宾学院教授魏
琴对税费优惠政策精准支持重点人
群创业就业充满期待。“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
一是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高校毕
业生天然就具备创业就业的需求和
优势。”

方向已定、路径明晰，四川税务部
门将如何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税收
大政方针？

全国人大代表，省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李杰表示，将深刻把握经济发
展新变化、新趋势，充分发挥税收职能
作用，持续落实落稳落细各项税费优
惠政策，在扩大国内需求、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助力企业科技创新、鼓励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等方
面多作税务贡献，最大限度提振市场
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旭强

两会热话题

减税降费“红包”今年如何延续与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话税收

数据增减之间，政策变动背后，反
映着政府资金投向，传递着政策动向，
回应着百姓期盼。今年的预算报告有
哪些重点安排？其中有哪些“大账”“细
账”值得关注？

“大账”加力，彰显积极财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
均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加力”究竟加在哪些地方？
第一个“加力”体现在财政支出强

度上。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安排 275130 亿元、增长
5.6%。今年赤字率按3%安排，比上年
提高0.2个百分点。

从 2017 年 的 20.31 万 亿 元 ，到
2022年的26.06万亿元，再到今年安排
超27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
模不断增加。

“近年来，财政支出保持强度，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大财力支撑。”
辽宁省财政厅厅长姜小林代表说。

第二个“加力”体现在专项债投资
拉动上。2022年发行的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支持约3万个重点项目建设，
发挥了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
等作用。

根据安排，今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380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确
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更好发挥‘四两
拨千斤’的带动作用。”财政部副部长许
宏才代表说。

第三个“加力”体现在推动财力下
沉上。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
超10万亿元、创下近年新高，进一步完
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资金更大力度向
基层倾斜。

在加力的同时，今年的“国家账本”
也着力提升政策效能。

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
杰代表表示，今年的税费支持政策更加
注重精准性和有效性，突出对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特困行业
的支持。

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在扩大赤
字、增加专项债规模的同时，尤其要
妥善防范财政风险，确保把资金用在
刀刃上。

“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高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效能和资
金使用效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
长刘尚希委员说。

加力提效的具体落点在哪里？查
阅预算报告中的“2023年主要收支政
策”，围绕“发挥财政稳投资促消费作
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
展”等方面明确了多项政策部署，着力
推动经济实现“质”“量”双升，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

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
院长罗志恒看来，实现今年5%左右的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需要加大宏观政策
调控力度，优化政策工具组合。预算报
告中的多项安排，体现了财政政策加力
提效的政策取向，着力稳增长、尽快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经济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细账”更“暖”，增进民生福祉

政府筹集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社会
公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也关系千家万
户。翻开预算报告，多项政策部署，传
递着民生温度。

看就业，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增
加50亿元，支持各地落实就业创业扶持
政策，并完善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举
措；

看教育，在过去五年财政性教育经
费累计投入21万亿元的基础上，坚持加
大投入力度和优化支出结构并举，支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看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5元、30元，
加强县级公立医院能力建设；

看养老，将深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推进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看住房，将支持完善以公租房、保
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
的住房保障体系,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
住房供给；

……
“2023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

但我们不会在民生支出上退步，我们将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继续加大民生投
入力度，尽全力为群众谋好事、办实
事。”财政部部长刘昆说。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两会报告解读

“大账”有力度“细账”有温度
——从预算报告看财政重点安排

外交部长秦刚
今日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7日上
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各代
表团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立法
法修正草案。

下午3时，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听取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关于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
告，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
告，听取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
长肖捷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的说明。

上午 9时，全国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听取关于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
案）的说明，委员进行大会发言；
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
议。

上午10时，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将举行记者会，
邀请外交部长秦刚就“中国外交政
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
记者提问。

两会日程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