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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延长4年
减免税额度设“封顶”，30万及以下车辆不受限额影响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要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
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财政部副
部长许宏才21日在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介绍，新能源汽车车
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将延长至2027
年年底，减免力度分年度逐步退
坡。初步估算，实行延长政策，
2024年至2027年减免车辆购置税
规模总额将达到5200亿元。

近年来，一系列支持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出台。
据许宏才介绍，经国务院批准，
自2014年9月1日起，对购置新
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2017

年、2020年、2022年先后三次延
续该政策。截至2022年底，上述
政策累计免税规模超过2000亿
元，预计2023年免税规模将超过
1150亿元。此外，国家还对新能
源汽车免征车船税，对纯电动汽
车不征消费税，相关财税政策有
力支持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优势，按照国务
院常务会议要求，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
联合发布公告称，对购置日期在
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
车免税额不超过3万元；对购置
日期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
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
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
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1 . 5
万元。

“简单来说，就是2024年和
2025年，将继续免征新能源汽车
车辆购置税；2026年和2027年，将
减半征收。自2014年来，我国已经
三次延续实施该政策，此次又延
长了四年实施时间，保持了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有助于稳定市

场预期，优化市场环境，进一步挖
掘消费潜力，巩固和扩大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优势。”中国财政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许文说。

“对新能源乘用车设置减免
税限额是这次政策优化的重要
内容，实质上售价在30万元及30
万元以下的车辆不受限额影响，
30万元以上的车辆只能按照最
高限额享受减免税优惠，超出30
万元的部分需要按照规定税率
缴纳车辆购置税。”许宏才表示，
根据2022年的数据，据测算，30
万元及30万元以下的新能源乘
用车产量大概占87%。设定这个

限额，对于购置新能源乘用车的
广大消费者和市场总体影响不
大，但是结构上作了更精准的安
排。

据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还
将根据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标
准体系发展和车型变化等情况，
优化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
的技术要求，引导企业加快技术
研发和升级。“通过动态提高享
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技术门
槛，并相应改进目录管理措施，
更好发挥税收的激励作用，支持
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许宏
才说。 综合新华社、中新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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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镇的芦笋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以上

“把一根芦笋切成三节做成
罐头，笋尖卖到法国，笋段卖到德
国，笋根卖到西班牙。”在位于曹
县的菏泽盛庆食品有限公司，业
务主管刘生自豪地说，“一根芦笋
能卖三国！”

一根小小的芦笋，如何能在三
国之间游走？又是如何在曹县这块
土地上演绎出一段产业传奇的？

走进菏泽曹县，从田间地头
到研发生产，一根芦笋的“出国
路”清晰地呈现出来。

每年的4—6月份，是曹县芦
笋的丰收季，笋农也迎来了繁忙
的日子。“我们一天挖两次，早晨
五六点钟挖一次，下午四五点钟
挖一次，一天可以挖100多斤。”在
菏泽市曹县苏集镇水牛陈村的地
头上，笋农王金田正挎着小筐挖
芦笋。王金田家里种了三亩芦笋，
除去成本每年能增收三万多元。

作为曹县种植芦笋面积最大
的乡镇，苏集镇的芦笋种植面积
2 . 5万余亩，芦笋年产量达到全
国总产量的50%以上，是全国主
要的芦笋产区之一，年产值过亿
元。“芦笋作为苏集镇的特色产
业，我们以白集为中心规划建成
了万亩芦笋基地，大力发展芦笋
产业。每年从清明开始，持续3个
月，是芦笋丰收的时节。”苏集镇
副镇长邵凯说。

芦笋主要以罐头的形式走出
国门。曹县作为全国最大的芦笋
种植基地，也吸引了一批芦笋龙
头企业扎根。“之所以选择在曹县
建厂，是因为曹县芦笋种植面积
比较大，大大缩短了从采购到加
工的流程，保持了芦笋的鲜度。同
时，曹县大部分土地属于沙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芦笋颜
色白、形状直，做成成品后装在玻
璃瓶里比较美观，更能提高消费
者的食欲。”刘生说。

作为芦笋罐头全国出口量第
一的盛庆食品有限公司，为打开国
际市场，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

不同国家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在
欧洲销售的时候，发现法国人只吃
笋尖，后边扔掉；德国人吃中间，两
头扔掉；西班牙人喜欢吃粗笋，把
笋尖甚至中间都扔掉。抓住不同国
家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刘生他们开
始在产品加工上动脑筋，推出“一
根芦笋卖三国”的新模式，不仅满
足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还实现
了一根芦笋的利润最大化，也让企
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了5%。2022年，
这家企业的芦笋罐头产销量比
2021年增加了15%。

近几年，全国芦笋罐头产量
持续增长，2022年，全国芦笋罐头
出口量达7万多吨，仅曹县芦笋罐
头的出口量就达4万多吨，占全国
的60%以上，曹县已成为国际市
场芦笋罐头主要供应地，产品主
要出口美国、西班牙、德国、秘鲁、
日本、新加坡等美洲、欧洲和东南
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创新深加工技术
从叶到根再到皮吃干榨净

“好喝，比一般的啤酒要更甘

甜。”在山东巨鑫源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巨鑫源）的产品展
厅里，刚被打开的一罐啤酒散发
出一股清新的芦笋味，喝上一口，
味道清香甘甜。这是巨鑫源通过
创新深加工技术制作的芦笋啤
酒，销量可观。

这只是曹县创新芦笋深加工
技术的一隅。芦笋具有较高的营
养、保健和药用价值，近几年，曹
县的芦笋企业对深加工技术研究
不断深入，先后开发了保鲜芦笋、
芦笋汁、芦笋粉、芦笋啤酒、芦笋
胶囊、芦笋茶等30多个品种。其中
的典型代表巨鑫源已成功研发出
数十款芦笋深加工产品，并有多
款产品获得了欧洲有机认证和美
国有机认证。此外，巨鑫源还在欧
洲申请了专利，这标志着曹县的
芦笋深加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
到了认可。

“我们在芦笋深加工方面，可
以说填补了我国在芦笋研发加工
方面的多项空白，对曹县的芦笋
资源，从叶到根，再到皮等下脚
料，做到了吃干榨净，大大拉长了
芦笋产业链条，提升了芦笋产业

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巨鑫
源总工程师周长生介绍，这些产
品的开发，不仅提高了芦笋的附
加值，也满足了不同国家和地区
消费者的需求。

作为曹县的一家本土企业，
该公司研发出来的芦笋种子高
产、笋形佳，深受笋农欢迎。今年
四月份，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高度耐盐碱的芦笋新品种
航天6号在菏泽曹县问世,并开始
全面推广。

据了解,航天6号芦笋是由巨
鑫源、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
种质资源研究所、杭州浙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历经三
十年而培育的新品种。

“航天6号芦笋新品种更高
产，较传统芦笋品种有着更加
精致的口感，更加丰富的营养
成分。新品种的推广 ,能有效净
化芦笋种子市场。”周长生说,今
年年初,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
保护办公室已经受理了航天6
号芦笋新品种的品种权申请。
这是国内第一个申请品种权保
护的芦笋品种。

从进口种子到自主研发
产量提高40%以上

青堌集镇是曹县最早种植芦
笋的乡镇，而刘保真家算得上该
镇第一批种植芦笋的农户。那时，
芦笋引进的是国外淘汰的老品
种、用的是陈旧的管理技术，产量
一直不高。“当时我从农校毕业回
家，看家人和父老乡亲们种植芦
笋那么辛苦，产量却很低，就想用
自己在学校学到的技术，培育出
更高产的种子、找到更高产的种
植方法，解决产量问题。”刘保真
说。

从那以后，刘保真认准了芦
笋科研这条路，一走就是20年，从
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国内屈指可数
的芦笋专家。他培育的芦笋新品
种“2000-3F1”“盛丰F1”，比国外
进口品种产量提高40%以上。

刘保真算了一笔账，“以前国
外进口的品种，今年栽下去明年
一年不见效益，到后年每亩才收
几百斤，再过一年才能有1000斤
左右的产量；我们自主研发的新
品种，今年种下去到明年就能达
到2000至3000斤的产量，后年能
达到3000斤以上的产量，再一年
进入高产期，在黄河流域的产量
可以超过4000斤。”

曹县农业农村事业发展服务
中心高级农艺师李汝锋介绍，曹县
的芦笋种植面积已发展到10万亩，
占全国芦笋种植面积的六分之一，
截至目前，芦笋平均亩产量1200公
斤左右，芦笋价格每公斤9—11元，
按此价格计算，每亩收入可达
10000—13000元。每亩投入3500—
4500元，亩纯收入6500—8500元。

曹县已成为目前国内芦笋种
植面积最大、加工能力最强、产品
质量最优、出口创汇额最大的县，
芦笋产业已成为曹县最具优势的
外向型农业产业。

曹县芦笋产业的发展也带动
了周边省、市、县的芦笋种植与
加工业的发展。山东的单县、牡
丹区、定陶，江苏的丰县、沛县，
河南的商丘、永城、周口等地纷
纷依托曹县芦笋市场发展芦笋
产业，目前，曹县已成为国内主
要的芦笋集散地。

一根曹县芦笋卖三国，田间地头种出“国际范”
去年芦笋罐头出口量4万多吨，占全国的60%以上

菏泽曹县地头的小芦
笋，在当地政府和企业持续
的科研创新和全产业链生产
格局下，走出了“国际范”。

带着泥土的白笋，经过
企业的加工，一分三段满足
欧洲三国不同的饮食需求。
2022年，全国芦笋罐头年出
口量达7万多吨，仅曹县芦笋
罐头年出口量就达4万多吨，
占全国的60%以上。芦笋啤
酒、芦笋饮料……曹县已成
为目前国内芦笋种植面积最
大、加工能力最强、产品质量
最优、出口创汇额最大的县，
芦笋产业已成为曹县最具优
势的外向型农业产业。日前，
记者来到曹县，揭秘曹县最
具优势的外向型农业产业。

工人正在处理芦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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