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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景气原因之一在于企业成本过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企业税费负担较重。22日，记者调查的几家中小企业反映，相当于四成左
右的利润缴了各种税费，企业对减税的呼声强烈。专家认为，减税费还有
空间，可通过结构性减税、取消不合理收费等措施，改善企业经营环境。

山东山姆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成立于两年前，从事工业机
器人制造。该公司的财务经理李
女士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国内
现有的税制正常缴税，公司需要
缴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
得税，还要缴纳各种附加税费，
全部税负最高占到利润总额的
近45%。“企业每产生1万元的利
润，公司各项税负叠加，就需要
缴纳4000多元的税金，净利润只
剩不足六成，对处于初创成长期
的企业，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王华是一家电力及能源行

业的财务总监，这家拥有200名
员工的民营小企业诞生于2000
年，生产电力特种机器人、无人
机等产品。

这家企业一年要缴纳200万
元所得税、300万元增值税、50万
元营业税、35万元流转税附加、
15万元的印花税、契税，还有330
万元左右的社会保险费。“这930
多万元的税费约占公司税前利
润的45%。幸亏我们是高新技术
企业，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税
率，如果没有这条，税费肯定超
过利润的一半!”

本报记者 李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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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价下调或在明年一季度

“电力体制改革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就备受关注，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对此释放出的信号简单而明确，就是要降
低电价，为企业降低用电成本。”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煤价下降、电力体制改革的综合背
景下，国内对下调电价的预期越来越强烈。

林伯强预计，明年一季度，上网电价将会出现下调，
整个电力行业利润缩减将超过1千亿元。电价下调将直接
利好有色、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而火电和煤炭
企业则将承压。

业内人士预计，如果按照燃煤电厂上网电价平均下
调3分钱、2014年全国火电发电量4 . 17万亿千瓦时测算，
2015年发电企业税前利润将减少1251亿元。2014年全国工
业用电量为3 . 99万亿度，如果工商业用电下调3分钱，将减
少用电成本1200亿元。

煤电联动，能否参考成品油调价机制

按照2012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电煤
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当电煤价格波动幅度超过
5%时，以年度为周期，相应调整上网电价。2013年9月和
2014年9月发改委两次下调煤电上网电价，借煤炭价格下
调契机疏导脱硝、除尘环保电价矛盾。

今年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下调全国燃煤发电
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约2分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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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强告诉记者，国内近三年历次电价下调的情况，

除今年4月电价的下调明确与煤电联动机制有关外，其余
历次调整电价的原因均非煤电联动所致。

林伯强认为，要想实现电价改革和体制改革，必须先
把煤电联动落到实处，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
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意味着煤电联动机制可能会出
现变革。

“除今年4月电价的下调，煤电联动机制的调整并没有
传导到销售终端。真正意义上的煤电联动，应该和成品油
调价机制类似，固定调整时间点，到达窗口期后就进行调
整。此外，价格调整机制也该更加透明化，将价格调整的
核算方式公布，除了有关部门外，业界、用电企业也可以
测算出来。”林伯强说。

产生一万元利润，要缴四千多的税

掐掐指指一一算算
税税费费吃吃掉掉四四成成利利润润

企业主做梦都盼着政府能降税

李先生是一家教育装备制
造公司的总经理。1990年初，他
创立了这家民营企业，从生产多
媒体讲台、黑板开始，一点点奋
斗，现公司有30亩自有工厂，固
定资产2000万元。

李先生的公司每年约有800
万元的销售额，税费吃掉了不少
利润。

他掐着指头对记者一一道
来：“公司每产生100万的销售收
入，就要缴纳约2 . 3万元的增值
税，每年下来应交18万元；公司
工厂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每

年12万元；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印花税，每年2万元；此外，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
险费每年10万元。算下来，每年
得交42万元左右的税费。”

“今年经济形势不景气，市
场需求量减少、企业经营情况困
难，利润大幅缩减。可是税费并
未相应减少。”李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公司的经营基本持平，没
有产生利润。我做梦都盼着政府
能给我们减税，减轻我们的负
担。让我们把这部分钱用来升级
设备、创新技术。”

忙活一年缴税费40余万，企业零利润

日前，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
研究报告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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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超过发
达国家的水平（平均在 3 0% -
35%之间）。

有专家指出，考察宏观税负
高低，不仅仅从绝对比重来看，
还需要联系财政支出。比如挪
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宏观税负达
到40%-50%，但这些国家实行

“高税负、高福利”的政策。而中
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
负，税负明显偏高。

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更是
严重。专家认为，大企业多是垄
断，利润相对丰厚，而中小企业
多处于竞争性领域，利润较少。
再加上我国税制结构不合理，
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
收比重超过60%。流转税不像
所得税，由于对企业所得征税，
能做到‘挣得少交得也少’，流
转税对商品、劳务的销售额和
营业收入征税，往往是‘挣得少
交得不少’，这样一来，会导致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利润
少，交税却不少，进一步加剧了
其税负。

中小企业利润少，可缴税一点都不少

本报记者 韩笑 工商业用电若下调3分

企业成本减1200亿

A
销售环节
缴流转税

●工业：增值税，按
销 售 收 入 * 税 率
17%；
●商业：增值税；
●服务业：营业税，
服务业收入*税率
5%。
备注：在流转税税
额算出的基础上，
所有企业都要缴纳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
教育费附加三项。

B
利润分配环节

缴所得税

●基本税率*25%；
●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减按20%的税
率征收，（目前实行
减半征收）；
●高新技术企业，
减按15%的税率征
收。

C
财产保有环节

● 城 镇 土 地 使 用
税，按实际占用的
土地面积缴纳（各
地规定不一，如济
南市区最高20元/平
方米，县及县级市
最高10元/平方米）；
●房产税，按自有
房产原值的 7 0 % *
1 . 2%缴纳，或租金
的12%缴纳；
●车船税，按车辆
缴纳（各地规定不
一，不同车型税额
不同）；
●契税，在购买不
动产时，进行一次
性征收。

本报记者 韩笑

企业纳税

三环节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1月
初公布的数据显示，54 . 7％的企
业经营者认为社保、税费负担过
重，71 . 9％认为人工成本上升。

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
法》强制规定企业的缴费义务，
意图保持社保的覆盖率。而各地
的社保费率都有明确统一的要
求，若要规避费用，可以“做文
章”的主要通道就是缴费基数。

根据51社保网的调研数据，
2015年，即使在北上广深等城
市，也仅有38 . 3％的企业在缴费

基数上完全合规。不合规的情形
主要有三种：统一按最低基数缴
纳；为员工分档缴纳，如经理级
4000元、主管级3000元、员工级
2000元等；按固定工资缴纳，将
奖金收入排除在外。

一名湖南食品企业人力资
源主管称，在长沙，除了特大型
企业会根据员工实际工资去缴
纳社保，八九成企业依据的都是
最低缴费基数，如果实缴，企业
难以维系。

据财经网

相关链接

企业社保负担重，“实缴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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