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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
减，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
贷款支持计划进一步延至今年底。

去年以来实施的支持小微企业两项直
达货币政策工具，即对地方法人银行办理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给予激
励、对其发放小微信用贷款提供优惠资金
支持，对帮助小微企业渡难关、保就业保民
生、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
为，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地支持了
不少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经济运行持
续恢复，但一些小微企业仍面临一定经营

压力，需要将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适当
延长。

为确保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
资成本稳中有降，会议决定，在前期已将两
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延续实施至今年一季
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实施期限到今年
底，对小微企业再帮扶一把，更好发挥他们
在稳就业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地方法人银行可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但一些地方法人银行面临资金
成本压力，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给予激
励和优惠支持，提高其支持小微企业的能
力和积极性。

会议决定，一是对 2021 年底前到期的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由企业和银行自主协
商延期还本付息，并继续对办理贷款延期
还本付息的地方法人银行按规定给予激
励，激励比例为贷款本金的 1%。二是对符
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小微信用贷
款 ，继 续 按 本 金 的 40%提 供 优 惠 资 金 支
持。同时，要研究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的政
策支持。

曾刚认为，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可以帮助小微企业获得更长的缓冲期，精
准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有利于推
动经济稳中加固、行稳致远。 （吴雨）

据新华社

在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
政策的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 3月
23日还联合发布公告，延长多项支持小微
企业、科技创新和相关社会事业发展的有
关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

比如，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
关税收政策等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今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同配
合扶持小微企业力度加大，预算报告明
确，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延长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作用，支持缓解小微企业等融资难
融资贵。

值得关注的是，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比例的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月 31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政
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社会进步及
发展的重要动力，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比例可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着力推动企业以创新引领发展。”李旭
红说。

“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涵盖领域针对性
很强，体现了今年财政政策中结构性减税
的要求。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
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以及实施新的
结构性减税举措，将助力市场主体更加生
机盎然，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何代欣说。 （曾金华）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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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继续享受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需要再帮一把。这些阶段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延续，体现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将助力市场

主体轻装上阵，支持稳就业保民生。

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参
加疫情防控取得补助和奖金免征个税、电影放映免
征增值税……这些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出台的
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明确延期实施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

2020年，国家连续实施了 7批 28项减税降费政
策，其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
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的措施。这些阶段性的政策大多数规
定执行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优化和落实减税
政策”，并明确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小规
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
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
市场主体，对如何延长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十
分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要
对 2020年出台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在研究论证
基础上，部分适当延长执行期限，部分到期后停止
执行，不搞“急刹车”。

“我国去年出台一系列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
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一些企业或困难行业实施税
费优惠，取得显著效果。当前经济恢复基础还需要
巩固，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较
大压力，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延长部分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激发活力。”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主任何代欣表示。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
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两部门的
公告落实了《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要
求，反映出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

突出强化小微企业税费优惠，是今年实施减税
降费的一大特点。今年，在落实好小微企业普惠性
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的税收减免力度，巩固和拓展政策成效，
着力提升小微企业的发展后劲。

去年，江西上饶市莫干山板材专卖店受疫情影
响一度关停。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优惠政策
的出台，让该企业全年减免税款 4 万元，渡过了难
关。“增值税优惠政策延长后，预计今年可减免 9万
余元税款。”这家店的负责人黄耀宗说。

此次延续实施政策中，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受益最明显的，就是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
值税政策。根据规定，这项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12月 31日。这也意味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可以继续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
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从 3%到 1%，对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来
说减负力度十分可观。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工作
报告》还明确，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
销售额 10万元提高到 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
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

“延长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叠加实施新的结
构性减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负进一步减
轻，甚至相当数量的小规模纳税人可能不用缴纳增
值税，同时所得税税负大为下降。”李旭红说。

此外，一系列支持疫情防控的税收优惠政策
继续延期。比如，支持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延长至今年年底。根据这项政策，对参加疫
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
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
所得税。

政策保持稳定延续 突出助力小微企业 “组合拳”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