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个税税调调整整无无法法解解决决伦伦理理公公平平””
财税专家潘明星做客高新地税公开课

本报4月16日讯（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刘雷 邹
才华） 4月15日，由济南市
地税局主办、高新地税分局
承办的税企共融会互动公开
课在高新区管委会报告厅开
课。全国著名财税专家、山东
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潘明星教授做客公开课，为
大家讲解当下那些牵动人心
的税收热点。

公开课上，潘明星教授向
大家讲解了税收法定和税政
改革的相关热点问题。关于国
家“营改增”税制改革，潘教授
介绍，目前我国流转税包括增
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和营业
税“四税并存、交叉征收”的模
式，除了农业不征税外，目前

“营改增”已经基本统一了工
业和商业，根据“营改增”改革
的走向，未来“营改增”有望一
统各大业态。

对于时下大家比较关心
的房产作为不动产征税以及

个税起征点调整的热点问题，
潘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飞速
发展，不动产登记以及房产作
为不动产是否征税成为时下
热点。据潘教授介绍，实际上
我国很早就已经有房产税，只
不过个人私有住房未纳入征
税范围。尽管上海和重庆在试
点所谓的“房产税”，但在他看
来仍属于流转税，并未真正触
及不动产税。“何时征收不动
产税还取决于国家不动产登
记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进展，
短期内难以实行。”

对于目前3500元的个税
起征点，不少人认为应当进行
调整。潘明星则认为，个税调
整不是关键，由于我国实行的
是分类税制，即使个税调整也
不能解决伦理上的公平。他举
例称，同样是一家三口人，一
个家庭中有两人失业，却对另
一达到个税起征点的人征税，
与另外一家三口每人都将达

到却未达到个税起征点采取
不征税，这在伦理上是不公平
的。

在潘教授看来，个税可
以适当调整，但他不建议将
个税起征点调得太高。在他

看来，个税覆盖面应该尽量
广泛，这样反而能够提高公
民的纳税意识和对公共事务
的监督意识。“对个人收入监
控不到位”是目前个税改革
的难点。

11个个小小时时的的工工作作1100分分钟钟解解决决
高新区推出全国首个跨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大领域的市场监管移动平台

创客们分享

创业故事

本报4月16日讯（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刘雷 邹才华） 为鼓励和扶
持青年创业，给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
搭建一个经验传递、思想鼓舞、政策解
读的平台，4月10日，高新地税分局在山
东大学软件园校区举办了“青年高新
说”创业先锋论坛，邀请韩都衣舍等多
家企业创始人分享创业故事。

分享会上，来自韩都衣舍的首席品
牌文化官胡近东、济南爱不释书创始人
耿化龙和创立大乘五蕴文化传媒的山
东大学在校生侯培宇，分别分享了各自
创业成功的背后故事，给现场怀揣创业
梦想的200多位创业青年以经验辅导。

与此同时，高新区地税分局的相关
负责人，还向与会者介绍了有关新办公
司涉及的税务问题，以及高新区企业可
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特色服务等方面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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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1小时的工作

现在10分钟就解决

4月7日，作为济南高新区
市场监管局舜华监管所的基
层工作人员，时涛像往常一样
对辖区内的各类市场主体进
行例行抽检。然而与往常不同
的是，他的手里多了一个移动
终端，此次抽检的任务正是来
自这台终端的“命令”。

“这个移动终端与高新
区市场监管局刚刚研发的

‘智慧平台’相连接。”高新区
市场监管局李在武介绍，通
过这个终端，工作人员就可
以接收检查指令，同时开展
现场检查，现场问询，现场对
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现场下
达整改文书等。

记者在执法活动现场了

解到，原先一次执法活动至少
需要1个小时，通过“智慧平
台”的移动终端，不到10分钟
就完成了。“以前需要抽检登
记，然后手写文书，一些法律
法规查询起来非常不方便，现
在只要按照终端的步骤操作，
可以自动形成文书，避免了不
规范现象，也给被检企业节省
了时间。”时涛介绍。

除了效率提高和更加规
范以外，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相关负责人徐文杰介绍，通
过“智慧平台”解决了执法的
随意性和抽检的公平性问
题，同时能够形成监管评价
大数据，为市场监管活动提
供数据支撑。

涵盖三大业务

全国独此一家

据了解，高新区市场监管
局研发的“智慧平台”是在继
原工商、质监、食药监和食安
办合并改革成立市场监管局
后的又一重大改革。该系统平
台将原先“三局一办”的业务
融合，形成了跨工商、质监、食
药监三大系统领域的综合性
市场监管移动平台，“在全国
也是独一家”。

记者看到，该平台涵盖
了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大业
务模块，并针对每一业务模
块列出了可能的违法行为，
同时对每一违法行为列出了
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和处罚
依据。“平台内集合了上千部

法律法规和条文解释等，执
法人员的业务熟练程度可能
不一样，但只要按照终端里
规定的步骤执法，就可以保
证执法的规范性。同时留下
执法监管痕迹，抹不去擦不
掉，有任务才可执法，法无规
定不可为，也避免了人情执
法。”徐文杰表示。

据了解，除了执法的规
范、监管的公平之外，该“智
慧平台”还能够进行工作人
员的出勤考核。“里面含有
GPS定位，工作人员每天要
在定位范围内签到。同时对
于工作人员的执法活动也有
统计。”

市场主体井喷，宽进还需严管

随着去年新公司法降低企业
设立门槛和简化商事登记程序的
推进，大众创业、万企井喷的改革
红利逐渐形成。据高新区市场监
管局的最新统计，目前高新区各
类市场主体已经超过1 . 8万家，
而整个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只有80余人，汹涌的市场创业
潮给高新区的市场监管提出了新
的挑战。

“去年，国家工商总局废除了
市场巡查制度。这么多的市场主
体如何监管也是全国市场监管系
统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徐文
杰介绍，以往，经常会看到一种不
正常现象，媒体一旦曝出问题，各
地市场监管部门就开始搞“运动
式”抽查，“一个地方生病全家吃
药，只能疲于应付，效果未必好。”
徐文杰表示，此次正式推出的“智

慧平台”就是希望将市场监管从
“事先审批”转移到“事中事后监
管”上来，宽进严管。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智慧平
台”是三期计划中的第一期，主要用
于市场监管执法。未来，还将推出为
市场主体服务的版本和为社会公
众服务的版本。“我们未来的目标是
希望公众通过‘智慧平台’一起参与
到市场监管中来。”徐文杰说。

改革道路艰难，仍有不少障碍

“智慧平台”的启用已经收
到了成效。据了解，在今年前三
个月的试用阶段，通过“智慧平
台”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
发现，区内的一家投资公司资金
链断裂出现经济纠纷，并为此在
高新区1200多家投资公司中开
展了专项检查活动。

“新企业法将注册资本实缴
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公司登
记时不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有
的投资公司趁机成立起来，但是

后期发展出现了问题。”徐文杰
介绍，通过“智慧平台”就能很好
地对这类企业的后期发展进行
有效监管。

然而“智慧平台”的建设并
非一帆风顺。据了解，由于高新
区原工商、质监、食药监系统的
企业数据都保存在省市各系统
的数据平台，有的甚至保存在国
家的数据系统里，因此将这些数
据导入新的“智慧平台”面临困
境。“涉及数据安全方面，这些数

据很难从原系统中直接抽取，需
要大量的协调工作，甚至需要工
作人员一条条重新录入，有的数
据信息还在不断完善。”徐文杰
介绍。

“智慧平台”是适应改革的
新事物，徐文杰介绍，国家正在
推进商事改革，一些科技手段可
以变为生产力。据了解，走在改
革前列的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已
经接待了不少前来取经的同行
机构。

随着去年新公司法降低企业设立门槛和国家简化
商事登记程序的推进，大众创业、万企井喷的改革红利
逐渐形成。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市场监管巡查制度的废
除，汹涌的市场创业潮给市场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7
日，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了涵盖生产、流通、
消费全领域的“智慧平台”，这也是全国首个正式启用的
跨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大系统领域的综合性市场监管
移动平台。

财税专家潘明星讲解时下税改热点。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殷建波

通过智慧平台移动终端自动生成抽检结果告知文书。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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