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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为企业减税的大幕开启。昨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

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包括大幅放宽可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提高增值

税起征点等。这些减税政策可追溯至今年 1月 1 日，实施期限暂定三年，预计每年可再为小

微企业减负约 2000亿元。 

  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仅是今年减税政策的开始。此次针对小

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属于结构性减税，未来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减税降费措施有望出

台，比如调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大税种的税率。 

  国务院再推普惠性减税 

  每年为小微企业减负约 2000亿元 

  会议决定，对小微企业推出一批新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包括：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

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100万元、100万元到 300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 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税负

降至 5%和 10%。调整后优惠政策将覆盖 95%以上的纳税企业，其中 98%为民营企业。 

  此外，对主要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

由月销售额 3万元提高到 10万元。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 50%

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交行金研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PMI等经

济先行指标来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开局，根据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的精神，需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 

  “此次针对小微企业推出的普惠性减税措施持续三年，整体减税规模可达 6000亿元左

右，将对小微企业起到较好的减负作用。”唐建伟说。 

  他表示，此次减税降费主要针对小微企业，仍是结构性减税。目前市场期待的是更大规

模和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减税降费，也就是说要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大税种的税率方面

做调整，从而真正提振市场信心。 



  “小微企业在激发经济活力和稳定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政策出台正逢其时。”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减税外，未来国

家还将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多方面入手，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提出，扩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使投向这

类企业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更多税收优惠。 

  此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所得税优惠政策以促进创业投资发展。蒋震表示，在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突出的背景下，创投基金已经成为许多创新型小微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

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相关扶持政策出台。 

  地方专项债 

  力争 9 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 

  昨日会议还提出，要围绕优结构、稳内需，更有效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作用。落实好日前

宣布的全面降准措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适时预调微调，

缓解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扩大就业和消费。

同时，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 

  会议决定，一是对已经全国人大授权提前下达的 1.39万亿元地方债要尽快启动发行。

抓紧确定全年专项债分配方案，力争 9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二是更好发挥专项债对当前稳

投资促消费的重要作用。专项债募集资金要优先用于在建项目，防止“半拉子”工程，支持

规划内重大项目及解决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等。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地方抓紧开工一批交通、

水利、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也要抓紧开展备料

等前期工作。三是货币信贷政策要配合专项债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引导金融机构加强金融

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后续融资。四是规范专项债管理，落实偿还责任，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 

  唐建伟对上证报记者分析说，“基建补短板是稳增长的关键。基建投资资金主要依靠地

方专项债券支持，去年由于专项债发行进度集中在下半年，导致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出现了断

崖式下滑。” 

  “今年为了体现基建补短板的效果，预计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将明显超过上年的

1.35万亿元，全年会超过 2万亿元。”他强调。 

  可预期今年地方债将会加快发行。在唐建伟看来，此次国常会提出经全国人大授权提前

下达的 1.39万亿元地方债要尽快发行，就是希望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在一季度就发挥作用，

从而托底经济，保证一季度经济平稳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