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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上海、江苏、河南等多地降低了职工医保
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费率。一些参保者担
心：降费率会不会影响待遇？对此，专业人士指出，
这不会影响参保人员的医保待遇。

据梳理，多地调低职工医保单位缴费费率的比
例从 0.5%至 1%不等。其中，上海市由原来的 10.5%
调整至 10%；江苏省南京市由 8.8%下调至 7.8%，苏
州市从 7%下调为 6%，常州市由 8%下调为 7%；河南
省洛阳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由 7.5%降至 6.5%；广西
玉林市由 10%降至 9%。

同时，一些地方还降低了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
费费率。其中，上海市由 11.5%调整为 11%，南京市、
常州市和洛阳市由 9%降为 8%，玉林市个人缴费费
率从 10%降至 9%。

对于费率降低的原因，不少地方提到，主要目的
是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发展活
力，优化营商环境。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廖藏宜表示，和储蓄型的养老保险有所不同，医疗
保险是消费型，原则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
余。

他介绍，早年，人社部、财政部曾在进一步加强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城镇职
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原则上应控制在 6—9个月
平均支付水平，超过 15个月为结余过多状态，低于 3
个月为结余不足状态。

“略有结余”，在廖藏宜看来，为的是应对当期不
可预见的风险。“但结余过多或过少，都需要警惕。
结余过多可能是收的钱多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增
加用人单位负担，抑或是支出少了，这就意味着待遇
保障可能不足。”

“医疗保险制度不只有筹资、花钱、维护劳动力
各项权益的功能，还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廖藏
宜认为，在职工医保基金有足够结余的情况下，动态
调整费率，适当调低医保单位缴费和灵活就业人员
缴费的费率，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鼓励更多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
“不能为了降费而降费，还是要做好测算，将降

费率的幅度控制在基金可承受的范围内，保障医保
制度平稳运行。”廖藏宜提醒道。

据南京市医保局介绍，此次调整预计全年为参
保单位减负约 29亿元，为灵活就业人员减轻负担约
1 亿元，惠及灵活就业人员近 47 万人。张家口市测
算，费率调整后，全年为用人单位减负约 3.2亿元，其
中可为企业减负 2亿元，人年均减负约 722元。

记者注意到，上海市、洛阳市和玉林市等地在出
台政策时，明确表示确保参保人员医疗待遇水平不
降低，应享尽享、应报尽报。

“医保待遇一定不会受到影响。”廖藏宜表示，缴
费和待遇是医保制度运行的两个不同环节，“随着门
诊统筹报销、医保药品目录不断扩大等医改政策不
断深化，医保待遇正在逐年稳步提升。”

（李丹青）
据《工人日报》

“本来想着留抵退税业务和 4月大征期相
叠加，办理时间不会太快，没想到税务部门为
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1024 万元留抵退税款
的及时到账，缓解了我们资金周转困难。”近
期，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孙明
华在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办税大厅增开
的专门解决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涉税事项
的窗口办理了留抵退税。

据介绍，该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为了更好适应新能源汽车市场需
求，2023年一季度投入 2.5亿元引进了两条进
口连杆生产线，扩大生产的同时，企业周转资
金压力加大，影响企业继续生产经营。“留抵退
税款的快速到账，缓解了资金压力，为我们持
续生产经营注入了强劲动力。”孙明华说。

推出第三批 20 条便民办税的措施，研究
制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专门政策指引，对一
类、二类出口企业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
压缩在 3 个工作日以内的措施延长至今年底
……4月份是企业申报纳税缴费的大征期，记
者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正在抓住这个重要的
窗口期，接续推出一系列新的服务措施，确保
纳税人缴费人知政策、懂操作、能享受。与此
同时，财税部门还将密切关注经济运行变化，
围绕服务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等，强化税费政策研究储备，丰富
政策工具箱，更好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表示，
进一步明晰延续、优化的税收制度链条，抓住
关键环节、受益对象，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增强经营主体的稳定预期和坚定信心是
关键。要深入做实调查研究，直击中小微企业
经营主体痛点、难点和堵点，进一步增强税费
优惠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真正实现

“放水养鱼”“水多鱼多”“水深鱼大”良性循环，
让企业在创新发展路上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孙韶华 白田田）
据《经济参考报》

近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延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
政策等税费支持新举措开始落地。记者调研采访了解到，税惠政策减少了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的后顾之忧，提振了企业创新发展的信心。把减税红利变为创新
动力，企业正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调研中，不少企业谈到，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对企业科技创新是一大
利好，尤其是近期国家明确将符合
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比例由 75%提高至 100%的政策
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这一举
措减少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
转型升级的后顾之忧。

“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根本是创
新，必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
技术设备的攻关，打造出更多有话
语权的产品与技术。”株洲硬质合金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善文说，“近
三年公司累计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额达 2.39 亿元，有效保障了公司
的资金流，是我们攻克技术难关的

‘催化剂’。”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税费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实现了“翱
翔蓝天梦”。“税惠政策为产品研发
和技术升级送来了源源不断的‘税

动能’。”公司总经理邓宇介绍，2022
年公司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 910万元，为推进载重超 3吨的多
用途轻型运输飞机等重点项目提供
了资金保障。

近年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不断加码，从 50%到 100%的比例

“提升”之路，从科技型企业到全行
业企业的“扩围”之路，为先进制造
等企业发展提供了“加速度”。

从全国来看，在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政策助推下，据统计，五年来
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25%左右，
形成了“政策引导—研发投入—税
收减免—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的
良好循环。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2021年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优惠的企业销售额比 2017 年增长
1.4倍，年均增幅达 24.5%，这一增速
高于全部企业的增速 9.5个百分点。

3 月 24 日，国常会决定将符合

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比例由 75%提高至 100%的政策
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3 月 26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
告明确从 2023年 1月 1日起实施。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延
续与优化，并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
实施，对企业来说，无疑像是吃了一
颗长效‘定心丸’，让我们在科技创
新‘赛道’上跑得稳、跑得快、跑得
远。”江西省坚基高新硅材料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受益于研发费
用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去年公司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 1549 万元、缓缴税款
460多万元，四季度高新技术企业设
备器具加计扣除 1068万元。省下的
钱投入研发中，公司将加快更环保
的非金属矿干磨粉、水洗砂的研发
和生产，努力掌握前沿技术，不断拓
展国内及海外市场。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发展
的生力军，也是就业的主渠道。发
展好小微企业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
行和就业的稳定。小微企业也是历
次减税降费重点支持的对象。

今年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的税费“礼包”也是沉甸甸的：优
化完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所
得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
税征收率降至 1%；对月销售额 10万
元及以下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分
别 实 施 5%、10%的 增 值 税 加 计 抵
减。这些政策，将与现行其他支持

政策形成合力。
新余天恒精线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工业制造的小型微利企
业，受到疫情等因素冲击，2022年公
司销售市场萎缩。2022 年，仅小微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以下按
照 2.5%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这一项，就为该企业减免了企业所
得税 20.17万元，切实解决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

一笔税收“活水”，减轻了流动
资金压力。“企业生存最困难的时
候，是国家连续推出税收优惠政策，
助力了我们的发展。”公司法人代表

李程虹说：“2023年国家政策红利延
续，将减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部分
所得税政策延续实施到 2024 年底。
减下的都是真金白银，新的一年，我
们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
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当前国
内外经济仍在复苏之中，需求、供给
以及预期等方面的困难仍然存在。
几项阶段性的税费优惠政策延续将
有利于帮助抗风险能力弱的较小经
营主体平稳过渡，保就业稳民生，稳
定宏观经济的基本面。

减轻企业负担，鼓励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多地下调医保单位缴费率，职工待遇不受影响

一项制度性安排，减少研发投入后顾之忧

一笔税收“活水”，减轻流动资金压力

减税红利变创新动力
——税费支持新政落地观察

一揽子举措，让创新路
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