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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惠赋能服务添力
四川税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3年，四川省累计2700余户
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免)税额

223.92亿元，8547户企业预享受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减免税款98.08亿元，892家
小微企业通过“税电指数贷”获得22.8亿
元贷款……

2023年以来，四川税务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创新服务方式、全力以赴保障减税
降费政策落实，以更大力度更优举措打出
一套政策落实“组合拳”，保障企业以更快
速度、更大效果享受政策红利，为四川经
济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享红利、稳发展
“真金白银”激发经济澎湃活力

研发创新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这
已成为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普遍共识，作
为高新技术企业，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研发投入成本巨大。“计算机
应用研发成本高，支持科技创新的系列税
费优惠政策为我们及时排忧解难，让我们
有更多资金探索国家重大信息化项目建
设。”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人员说。

据统计，2023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在
税务部门的辅导下，共计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1065万元。同时享受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免征增值税及附加近百万元。
源源不断的资金活水，极大地减轻了企业
的资金压力，让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底子
更厚、底气更足。

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是助力稳住宏观
经济大盘、助企纾困的关键一招。实际
上，2023年以来，一系列延续、优化、完善
的税费优惠政策陆续推出，无疑是科创企
业发展壮大的强大助力。数据显示，
2023年，四川省共有8547户企业已预享
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减免税款98.08
亿元。

出口退税对企业而言是“真金白银”
的政策支持，通过减免税费、出口退税，减
轻企业负担，增添企业拓展外贸业务、延
伸海外触角的发展信心，为“四川造”“走
出去”保驾护航。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全
省累计2700余户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
(免)税额223.92亿元，同比增长17.6%。

“股东大会召开在即，董事会拟派发
现金红利，也需向境外股东支付股息，请
问该笔股息是否可以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呢？”近日，成都市税务局接到了四川水井
坊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曾茜打来的咨
询电话。

作为一家大型白酒生产企业，近年
来，该企业迅速拓展海外销售渠道，境外
股东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统计，
2023年水井坊出口销售额达5600余万

元。在了解到企业遇到的涉税问题后，税
务部门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对一”辅导
服务，帮助企业精准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让政策红利及时送达。“在税务部门的帮
助下，我们顺利享受税收协定待遇3028
万元，公司股东切实获得了‘真金白银’的
实惠。”公司财务负责人邵慧说。

数据显示，2023年全省新增减税降
费及退税缓费906.9亿元，其中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等均受益明显。

“无论是普惠性税收优惠，还是聚焦高
新技术企业等针对性税收优惠，都着力
解决各类经营主体资金难题，激发市场
活力。”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刘蓉谈及
2023年延续、优化和完善的税费优惠政
策时表示，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对助企
纾困、稳定宏观经济起到重要支持作
用，有利于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持续
推动经济运行稳定向好。

优环境、促发展
多措并举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如今，营商环境日益成为新一轮城市
竞争的核心和焦点，是一座城市聚集资源
的战略能力的体现。优化营商环境则是
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
动力的关键之举。而“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正是税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的“金字

招牌”。
在自贡，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全国纳税

人供应链查询系统”作用，建立“需求调查、
数据筛选、线下核实、跟踪服务”的链条式
服务机制，及时为四川柒蓝商贸有限公司
精准匹配到需求企业，解决了公司价值上
百万元的产品囤积、产品线停产问题。

在巴中，税务部门发挥税收大数据作
用，协助当地招商部门为新入驻通江县工
业园的中膜实业集团（通江）招入上游企
业8家，下游出口企业1家。四川税务部
门着力为中小微企业接续供需链，通过联
合工商联形成需求企业名单，形成“推荐
清单”“产销清单”，推动小微企业融入产
业链、供应链，助力上下游企业建链补链、
延链强链，实现企业间有效供需对接。

“我们准备购买机器扩大生产，但申
请银行信用贷款额度太低了，有其他途径
提高额度吗?”隆昌市税务干部在得知四
川爱森堡玻璃有限公司（下称“爱森堡”）
资金链出现问题后，随即通过大数据分析
企业“税电指数”情况，并与银行进行精准
对接。隆昌农商银行最终与“爱森堡”达
成了200万元贷款意向，并快速完成了资
料收集、审查审批、资金发放。据了解，四
川在全国首创“税电指数贷”，开创了小微
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新路径。截至2023
年底，全省已成功发放22.8亿元贷款，惠
及892家小微企业。

持续推进“政策找人”，让市场主体
“应享尽享”。2023年以来，四川税务会
同有关部门开展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

“春雨润苗”等惠企利民行动，充分释放税
费优惠政策红利，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积极助力科创企业、小微企业、制造业企
业等健康发展。

同发力、促协同
服务成渝“双圈”建设实现新效

近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
发展指数报告（2022-2023）》发布，双城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成绩单正式出炉。
2022年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指数为
113.2，较上年增长6.1个点，9个分指数中
有8个实现正增长，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呈
现很强的韧性与活力。

协同发展、服务先行，面对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川渝税务部门在
政策执行、税收征管、办税服务上协同发
力，落实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接续推进4大类23项年度
重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

川渝高竹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因为落
地川渝高竹新区，在税费计算方面享受

“优待”。按照四川省、重庆市两地政府出
台的相关支持政策措施，高竹新区企业税
收按“成本就低不就高、政策就高不就低”
原则给予优惠，企业缴纳的多项税收税负
得以降低。

“比如，在城建税方面，我们执行税率
从原先在重庆市渝北区的7%降至广安市
邻水县的5%；在两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方
面，执行2元/平方米，低于重庆市的4元/
平方米和广安市的3元/平方米。”企业财
务负责人刘欣然说，“仅两项税收优惠政
策叠加，一年就能为企业减负数万元。”

在成渝两地连接日益密切的现状下，
川渝两地流动车辆数量不断增加，在四川
缴纳车船税的渝牌车辆年均超过3万辆，
在重庆缴纳车船税的川牌车辆年均超过
1.9万辆。

“为更好地服务纳税人，我们积极推
动车船税征管服务迈向一体化。”四川省
税务局资源与环境税处副处长廖镭说，针
对重庆市、四川省车船税率存在差异、税
负不均方面，两地积极推动“调平车船税
定额税率”，坚持税额“从低适用”，实现两
地车船税收政策完全一致，纳税人税负

“只减不增”。经过调整，两地共降低8个
车船税税目年基准税额，占全部车辆税目
的57%。

“统一川渝裁量基准规范7类62项处
罚事项，将‘川渝通办’事项进一步拓展至
84项，以全国首个跨省税费征管服务中
心——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中心
为示范，向十个毗邻地区推广‘高竹经验
’，深入推进川渝税费政策执行同规同
标。”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税费征管一体化上，两地联
合推进征管举措协同，已实现16项征管
基础事项统一；在税费服务便利化上，已
累计实现 63项税费业务线上“川渝通
办”、20项税费事项实现异地就近通办。

下一步，四川省税务系统将持续推进
组织税费收入、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深化
税收征管改革等税收重点工作，进一步发
挥和拓展提升税收职能作用、服务好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贡
献四川税务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四川省税务局供图

税务干部前往企业向一线工作人员普及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政策。

税务干部“面对面”向纳税人讲解税费优惠政策适用条款。

广安税务干部到川渝高竹水务发展
有限公司调研走访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