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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策齐发
驰援小微企业
企业主：盼扶持力度更大些
本报记者 桑海波 马绍栋

清理乱收费，帮企业减减压
“形形色色的税费给我们带

来了不小的压力，不止有名头的
收费，还包括一些不合理的收费、
乱摊派。”省内一家化工企业的副
总王林说。

王林反映的情况，中国中小
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曾在多个场
合呼吁：“税负过高是使中小企业
裹足不前的重要因素。”

李子彬称，除了17%增值税、
25%企业所得税，企业还需缴纳城
建税、教育税附加、地方教育发展
费、价格调节基金、堤防费、房产税、
土地税、印花税、房屋租赁税、工会
经费、残疾人基金，再加上各种收费

和罚没，实际税负已超过30%。
在小微企业要求降低税费的

呼声下，近日，财政部会同国家发
改委发出通知，决定从2012年1
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小
微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
类共计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为了进一步清理取消和减免
部分涉企收费，“鲁十二条”也提
出，清理涉小型微利企业行政事
业性收费，加强收费监督检查，取
缔省以下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具体到一家企业，可能只涉
及其中的一两种收费，但是起码

让企业看到了希望。”王林说。
在一些地方，乱收费、乱罚

款、乱摊派的“三乱”现象治理不
力、屡禁不止，损害了中小企业的
合法权益。

刚在济南某区进行调研后，
民建山东省委秘书长李旭茂称，
不合理的收费和支出占到一些企
业利润的8%-12%之多。

“从国家层面上来讲，费改税
将是一种趋势。”山东财经大学
(筹)财税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华认
为，应该取消不合理的涉企收费，
把该收的费摊到税里，到底该交
多少税，让企业一目了然。

应 对 篇

“眼下，我最犯愁的是到
哪儿能够筹到钱。”在租来的
办公室里，济南一家科贸公司
的老板陈靖坦言。200万元的
资金缺口，屡吃银行的闭门
羹，他无奈用信用卡套现、借
高利贷，职业讨债人的骚扰成
了家常便饭。

无疑，对于集体患上“贫
血症”的小微企业来说，资金
成了关乎生存的救命药。

小微企业缺血，政策急忙
输血。从“银十条”、“国九条”
到“鲁十二条”，接踵而来的政
策“礼包”中，加大对小微企业
的信贷支持，无一例外成为重
点。一项项的条文如何转化为
银行的行动，需要具体措施来
落实。

近期疾行的小微企业专
项金融债，就让嗷嗷待哺的企
业看到了希望。银监会的“发
令枪”响后，民生银行500亿金
融债一马当先，浦发、兴业、深
发展、招商银行等紧随其后。

“目前，已获批和待审的
小微金融债规模达2000亿元，
相比全国小微企业15万亿左
右的贷款余额，小微金融债虽
不可能完全解渴，但至少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位金
融界人士表示。

为了提高银行放贷的主
动性，在国家和地方为小微企
业输血的金融政策中，“单户
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
贷款，可以不纳入存贷比考
核”，类似差异化的监管手段
被反复强调。

陈靖还是为钱犯愁，“没
有可供抵押的资产，我还是贷
不到款。”像陈靖这样的小微
企业，抵押资产匮乏、缺乏有
效担保、无权证可质押等是多
数小微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
也导致了银行的“惧贷”心理。

针对这些融资瓶颈，“鲁十
二条”提出了积极开展动产、钢
结构、知识产权、股权、林权、海
域使用权抵质押贷款业务。省
内一些金融机构纷纷从创新业
务入手破题，为企业开出了新

“药方”。
“知本变成了资本，专利

权 质 押 贷 款 解 了 我 燃 眉 之
急。”近日，枣庄金穗制粉有限
公司董事长潘永海拿到180万
元贷款，成为银行创新业务的
受益者。山东旭鑫电子董事长
马士峰也体会到了这种喜悦，
近期他用一座面积为4000平
方米的钢结构厂房做抵押，从
银行贷了一笔一年期300万元
的贷款，补充了流动资金。

银行输血

专利权成活钱

迎着料峭的寒

风，小微企业正以

顽强的生命力对抗

着寒冬。连日来，本

报记者兵分几路在

济南、青岛、淄博等

地深入小微企业采

访，其中，既体会到

了企业的种种艰

难，也感受到了企

业在逆境中的不屈

心态，更目睹了企

业为自救而进行的

不懈努力。寒风中

不乏暖意，减税政

策、信贷输血、地方

扶持，一个个政策

红利驰援小微企

业，让小微企业主

们感觉并不是在孤

军奋战。政策送暖

加上企业的自救，

有了这些，我们有

理由相信，将有更

多小微企业可以熬

过寒冬，它们的春

天值得期待。

“调整两税起征点，希望只是开始”
“我们都是小本买卖，现在生意

太难干，税负又重，就盼着国家出政
策扶持一下呢！”在济南长盛小区附
近经营一家车行的郑福增说。

郑福增的期盼正在逐步变为
现实。近期，营业税、增值税调整
起征点，年应纳税所得额减半计
算……国家、地方相继出台的一
系列财税政策，让众多个体业者、
小微企业主喜上眉梢。

根据山东省财税部门联合发
出的通知，我省增值税、营业税起
征点分别调整为：按期纳税的，起
征点为月销售额或营业额20000
元；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

额或营业额500元。
“以前，我每月按8000元的销

售额交定额税，仅增值税就要240
元，再加上其他税种，一个月交
300多元税。现在都省了，一年省
4000元呢！”郑福增高兴地说。

“我省全部按照高限上调增
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在法律规定
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为个
体工商户减负。”我省税务部门人
士表示。

不仅个体户享受利好，为进
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下发通
知，明确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自2012年至2015年，对
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
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尽管此次减税惠及面颇广，
但一些小微企业主却感觉“不过
瘾”。

“我们企业每月的销售额为
三四十万元，每月20000元的起征
点，对我们来说没有实际意义。”
济南一家手工艺品加工销售企业
的徐丽君说，希望此次调整起征
点只是降低税费的开始而不是结
局，关键还得降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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