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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
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
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步
入稳速增长的时期，中国企业“以
量取胜”的时代注定一去不复还
了。阻止经济下行靠企业表现，而
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条件是轻装
上阵。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实体企
业成本却一直在加速提高。企业
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
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
力价格、物流成本等等。在各种负
担中，税费负担又是最为企业家
诟病的。行业研究显示，当前中
小企业需要缴纳所得税、增值
税、营业税、流转税、印花税、契

税等二十多种税项，面向中小
企业的行政收费项目也多达五
六十类。

“通过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
能直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在政
府收入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则
表现为减税。”山东财经大学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告诉记
者。

虽然我国长期致力于结构性
减税工作，但从目前企业和个人
的状况看，减税空间还很充足。专
家介绍，按宏观税负宽口径（政府
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
算的话，2014年我国的宏观税负

大约为37%，已经进入一个高税
负国家阶段。从税负结构来看，由
于中国的流转税占比大，个人和
家庭税负更重。

潘明星认为，减税并不是要
“大水漫灌”，我国一直奉行的是
“结构性减税”，而不是“整体上减
税”。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把企业
税负降下来，给企业营造更好的
生存空间，并实现调整产业结构
的目的。根据财税改革进程，
2016年营改增或许将覆盖建筑
业、房地产业、生活性服务业和金
融业最后四大行业。会议提出，研
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

本报记者 刘帅 采访整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依法
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
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

“我省钢铁、水泥行业产能
发挥不足70%，载货汽车、平板玻
璃行业不及60%，工程机械行业
还不到40%。”这是10月山东省
经信委发布的数据，山东省经信
委主任钱焕涛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产能过剩是由于工业品市
场需求持续放缓、多数产品供大
于求的矛盾突出所致。”而山东
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正是全国
面临的问题。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李锦称，去产能排在五大任务
之首，说明2016年的主题将是去
产能。“主题是结构调整，重点是
去产能。”

产能过剩已经不再仅仅是
山东的问题，经济学家许小年引
述一民营钢铁负责人的话表述，
全国钢铁生产能力在11亿到12
亿吨，但全国的消费只有6亿到7
亿吨，钢铁产能过剩30%-40%，
这些过剩产能没有消除之前，钢
价不会反弹，各家都在产能的压
力下，低价在市场上销售钢铁。
低价销售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利
润，一些钢铁公司是靠政府的救
济，其实早应该倒了。浙商创投

合伙人杨志龙告诉记者，很多产
能过剩是因为地方政策的支持。

“它们不倒的话，效益高的公
司也没有办法正常经营，因为价格
压得太低。”许小年的表述，实体经
济的泡沫是过剩产能，“去产能是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处理僵尸企业是去产能的
重要一环。济南律协清算和破产
业务委员会主任韩新明告诉记者，

“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源、人力、土
地等，要素得不到释放。”在去产能
过程中，必然有企业倒闭。部分企
业的倒闭，则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助
力。“此次提出的五大政策中，社会
政策要拖底，就是为了保障被裁撤
员工的利益。”

中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并
非新结论，其危险也早已昭然，
但过去两年去产能做得并不很
有效。我们听到一种貌似轻松
的说法：“靠市场去产能。”与此
同时，可以看到以市场名义的
种种拖延、幻想与不作为。其实
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出现产
能过剩本身，一直有各级政府

的推手在起作用；当市场压力
指向去产能时，也正是各级政
府最不愿承受调整之痛，最易
心存侥幸。在这个意义上，有形
之手从来都存在。如果面对现
实，真正尊重市场，各政府就必
须承担起自身责任，勇于承受
去产能之痛；与此同时，政府也
可为缓解去产能痛苦施加作
为。

对于一些国企类的僵尸企
业，政府需收回“父爱”由市场
裁决，该关则关不再留恋，既是
责任也是考验。去产能本身就
是改革的重要一役。

据《财新周刊》舒立观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
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会议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
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要降低电力
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
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有媒体报道，按照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下调全
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约2分钱。二是
实行商业用电与工业用电同价，将全国工商业用
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1 . 8分钱，减轻企业电
费负担。继续对高耗能产业采取差别电价，并明确
目录，加大惩罚性电价执行力度。三是利用降价空
间，适当疏导天然气发电价格以及脱硝、除尘、超
低排放等环保电价的突出结构性矛盾，促进节能
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

分析认为，电价下调整个电力行业利润将缩
水，本就深陷寒冬的煤炭行业也将再度承压，而煤
炭供大于求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不过，下游行业尤
其是高耗能行业则将受益于电力成本降低，毛利
率有望提升，有色、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行业
盈利水平将得到改善，其中电力成本占比近40%的
电解铝行业最为受益。

不过也有专家分析，电价下降之后，不仅是耗
能高的产业，所有的实体产业都将受益。

早在8月份，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2015年是全面深化价格改革的关键之年，将持续
深化电力价格改革，继续推进输配电价格改革试
点，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在输配电价改革方面，试
点范围由深圳市和蒙西电网进一步扩大到安徽、
湖北、宁夏、云南、贵州五省区电网，放开跨省电能
交易价格。这些，都是电力价格改革的举措。

据金融界、国家发改委官网等

降降低低社社保保费费
精精简简““五五险险一一金金””

“组合拳”给实体经济降成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也是保持我国经济中
高速增长的必然要求。那么，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背后，在将要出台的“组
合拳”背后，又有怎样的经济背景？

部部分分企企业业倒倒闭闭，，是是经经济济的的助助力力
僵尸企业不倒，效益好的公司也没办法正常经营

政政府府得得担担起起责责任任

承承受受去去产产能能之之痛痛

煤炭产业再度承压

不过实体产业将受益
本报记者 韩笑 周国芳

正税清费 制造业增值税或降低

精简社保 社保缴费率太高，老板不敢涨工资

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中国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
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实际
上，针对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今
年我省已经下调了缴费比率。也
就是说，为降低企业单位的经济
负担，企业社保费率有下降趋
势。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的归并“五险一金”，省内一位
社保部门专家指出，在欧洲部分
国家实行的是三险，也就是养
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并没有工
伤和生育保险。“前些年，曾有人
建议将工伤和生育保险并入医

疗保险中，合并缴费。在实际操
作中，以工伤保险为例，养护费
用和恢复性训练费用暂且可以
并入医保支付，但是一次性津贴
并不符合医保政策的规律。因
此，精简归并社会保险仍是任重
道远，需要细则的支撑。”

根据现行的社保缴费比率，
我省企业承担的五险比例占工
资总额的40%左右。《2015年中
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上半
年）》报告称，近八成企业家认为

“五险一金”的支出负担过重且
税负过高。面对如此高的社保缴
费比率，不少企业家直呼“不敢

为员工涨工资”。
为何是涨不起的工资？在济

南市高新区经营一家小微企业
的黄强（化名）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假如企业要为一名员工增
加2000元薪水，扣除社保缴费之
后，员工实际增加1400元左右，
而 企 业 为 了 涨 薪 需 要 多 支 付
2800元左右的用工支出，这其中
包括涨薪后企业多交的社保费
用和增加的薪水部分。”

黄强也很无奈，“工资多发1
块，企业要添2块。用人单位决定
给员工加工资会疲软，不敢为员
工加薪。

1

2

相关链接

降电价

减 负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