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刺激生产
制造业迎减税利好

作为今年减税降费的“主菜”，前三季度，

增值税改革带来的新增减税达到7035亿元，

占同期新增减税降费总额近四成。其中，去年

5月1日调整增值税税率翘尾减税1184亿元，

今年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5851亿元。

蔡自力表示，对照此前提出的“确保制造

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

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他行业税负只减

不增”的要求，前三季度各行业门类税负水平

同比均实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具体而言，制造业新增减税4738亿元，占

新增减税总额的31.36%，行业税负同比下降

1.08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新增减税3258亿

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21.56%，行业税负同比

下降3.27个百分点。又如，建筑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共新增减税1179亿元，占新增

减税总额的7.8%，这两个行业税负同比分别

下降0.63和0.35个百分点。

西门子（中国）税务经理郭斯向北京商报

记者指出：“作为制造业企业，现金流非常重

要。而降税率使我们从下游采购的成本进一

步降低，同时，抵扣范围的扩大以及附加税费

减少等，对减轻我们现金流的压力是非常明

显的。”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季度

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研究报告指出，对制造

业企业以及民营经济有差别地减税降费，如

针对创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费减免，

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特别是针对民

营经济的减税降费政策，对于激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提振市场信

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45%的制造业纳税

人将减税降费红利用于增加研发投入。税务

部门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前三季度研

发费用同比增长19.3%，增幅较2018年全年提

高3.4个百分点。

在北京商报记者此前的走访过程中，多

家企业重点提及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由50%提高到75%”的政策。中金公司首

席经济学家梁红提到，这一举措不仅让企业

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税负的降低，更是极大刺

激了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通过产业和

产品升级，进一步巩固其长期的竞争力。

税务部门调查数据显示，92.2%的纳税人

认为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积

极影响，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

其中，前三季度，包括民营企业和个体经

济在内的民营经济纳税人新增减税9644亿

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64%，受益最大。国家

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民营经济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7%，快于整体增幅1.6个

百分点，购进机器设备投资同比增长8.9%，快

于整体增幅2.8个百分点。

消费提速
人均减税1764元

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的同时，也为个人

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前三季度，个人所得税

两步改革叠加新增减税4426亿元，累计人均

减税1764元。蔡自力表示，受减税影响，同期

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29.7%。个人所得税

的减少，直接增加了居民收入，提升了居民消

费能力。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反映

居民消费活力的生活服务业销售收入增长

16.2%，互联网批发和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8%，分别高于三产销售增速4.7和5.3个百

分点。

海通证券此前测算，今年居民部门减税

降费1万亿元左右，可以增加7000亿元的居民

消费，提升消费增速2%，足以把社会消费总

增速从年初的8%提升到年底的10%以上。

同时，减税降费政策还增强了创业的意

愿，提高了市场主体活跃度，创造了更多的就

业岗位。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市场主体（含个

体工商户）办理过涉税事项的有776.7万户，月

均新增86.3万户。

不过，前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提醒称，通过个税减免来促进居民

收入增加并非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长久之

计。最终还应通过市场化改革和体制机制的

突破来实现居民收入的长期稳定持续增长，

进而拉动居民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此前表示，

将抓紧出台实施《关于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

民收入合理增长的行动方案（2019-2020

年）》，通过激发重点群体增收活力，促进农业

农村和户籍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稳定工资

性收入预期，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

而在税收领域，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

人付树林表示，将持续推进税务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简化税务

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的公告》，对仅保留的

6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从今年12月1日起，进

一步简化办理程序，减轻办税负担，提高服务

效率。”

财政承压
税收收入同比大幅回落

“根据推算，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超出预

期，其效应已经显现并将持续放大。”国家税

务总局局长王军此前表示。

不过，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对税收收

入的减收影响较为明显。蔡自力介绍，前三季

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除出口

退税）112658亿元，增长0.3%，增幅比去年同

期回落12.9个百分点。

其中，地方财政面临的压力尤为突出。前

三季度，包括广东、江苏、上海在内的多个省

市财政收入增速出现放缓，重庆、黑龙江和甘

肃三地则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情况。财政部预

算司副司长郝磊近日透露，为支持地方财政

平稳运行，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转移支

付7.5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力度是近几年

最大的。截至9月末，除据实结算和应急救灾

支出外，其他转移支付已基本下达完毕。

与此同时，国务院还出台了减税降费“打补

丁”政策。10月9日印发的《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明确提出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调

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后移消费税

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三项改革举措。

“通过适时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

大地方税税源，将部分条件成熟的中央税种

作为地方收入，也可以增强地方应对更大规

模减税降费的能力，保证地方落实减税降费

的积极性。”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北

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

究会会长刘剑文提到。

蔡自力表示，国家税务总局将把该减的

税减到位、该降的费降到位、该征的税费依法

依规征收好，坚决打击虚开骗税、坚决不收

“过头税费”、坚决做好留抵退税工作，以确保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地生根。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肖涌刚

个税减税：4426亿元 人均减税：1764元

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安
学军表示，自启动接种工作以
来，全市累计接种流感疫苗86
万支。北京市在去年流感疫苗
政府采购数量的基础上扩大
了采购量20%。

86万支

一个月之后又将进入流感高发季，

去年市场疫苗短缺、抗流感药物奥司他

韦（达菲）难求等问题历历在目，今年抗

流感疫苗和药物的供应情况如何呢？国

家卫健委10月3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2019-2020年我国流感防控工

作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

贺青华指出，今年流感疫苗总体供应量

充足。目前，已供应各地1700多万剂次，

是去年同期供应量的3倍。

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郭燕红表示：“去年有媒体刚提到北

京达菲紧缺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调

查，总体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

在一个瞬时或者一个点出现问题。”

而在即将到来的流感高发季，达菲

能否保证供应呢？郭燕红强调：“通过调

配，在药品的保障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的流感高发季，

湖南、浙江多地都出现了抗流感药物达

菲短缺的现象。彼时有媒体报道称，许多

家长跑遍北京市的医院为“预防流感囤

货”，各大药店纷纷断货。许多医院开始

申请加大达菲的库存———此前，这种药

在医院属非常备药物。彼时，北京市多个

药房都供不应求。

贺青华解释称：“经积极核实，疫苗

供应紧张并非由疫苗总体供应不足引

起，而是今年流感疫苗较往年提前一个

月上市，部分群众认为越早打越好，扎堆

到预防接种点要求提前接种，但是疫苗

是分批次供应上市，且按照流感流行规

律由北向南有序供应，导致部分预防接

种点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通过各地

加大宣传、做好预约登记等措施，相关情

况正在逐步缓解。”

贺青华指出，今年流感疫苗总体供

应量充足。据介绍，2019-2020年流行季

全国流感疫苗计划供应约2800万剂次，

比2018-2019年流行季实际使用量翻了

一番。各地流感接种工作正有序进行，累

计接种量超过800万剂次，是去年同期的

2倍。

对于北京市流感疫苗的相关情

况，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安学军表示，

自启动接种工作以来，全市累计接种

流感疫苗86万支。北京市在去年流感

疫苗政府采购数量的基础上扩大了采

购量20%。

2018年，部分往年生产流感疫苗的

主要企业停产，而在长生疫苗事件爆发

之后，流感疫苗短缺愈发严重。对于备受

关注的疫苗批签发和采购情况，贺青华

指出，首批通过批签发疫苗较去年提前

近一个月，目前，批签发量已超过2000万

剂次。

下一步，贺青华表示，国家卫健委将

继续做好流感疫苗供应和使用；加强与

国家药监局沟通，加快推动剩余的流感

疫苗审批上市；加强与工信部和疫苗生

产企业协调，加快推动疫苗配送。国家卫

健委已启动全国流感疫苗供应、接种和

流感疫情情况动态监测周报制度，通过

动态监测预警和评估研判，确保各地有

效调配疫苗的采购和使用。

今年6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了疫苗

管理法，这是全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

规定疫苗管理。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

常继乐表示，今年底有12个省正式试点，

明年3月底之前全国实现电子化可追溯

信息系统。

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军

表示，无论是甲型还是乙型流感，治疗方

案大同小异。因此，病原学诊断对患者个

体的治疗帮助有限。但“这对公共卫生系

统意义重大，也是我国流感监测预警体

系的薄弱环节”。

常继乐表示，下一步将在北京、上

海、广东等重点省市开展联防联控，明确

职责分工，逐条落实15项工作措施，确保

今冬明春流感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开展。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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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制造业共享红利
前三季度减税降费1.78万亿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正在上映的电影《少年的你》让人眼前
一亮，票房也被高看至20亿元的级别。

质感，是大家对它的普遍评价。相对于
此前那些无病呻吟的MV式青春电影，《少年
的你》把现实摊开，把伤痕剥开，两个少年兜
兜转转，撞来撞去，让人明白，青春不是诗。

这部电影触碰了多个现实中的痛点，包
括校园霸凌、留守儿童以及高考。关于校园
霸凌，是大家议论最多的地方。有人认为剧
中的情节太不可思议，怎么会有无缘无故的
殴打和羞辱？ 有人则翻出近年曝光的实例，
证明电影表达的远远没有现实残酷。

争论是一件好事， 推动全社会关注这个
问题。电影不负责解决问题，电影只负责提出
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正视问题。校园
霸凌背后，没有非黑即白，不是警察叔叔抓坏
人那么简单。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复杂且环
环相扣，少年的问题在成人，而成人则囿于种
种原因，选择实为有限。从《我不是药神》开
始，越来越多的电影关注现实题材，并取得口
碑和票房的双赢， 因为基于微观真实而升华
的艺术真实，更能触及人心，引发共鸣。

随着影响的不断外溢，《少年的你》也逐
渐衍生出非议，质感被融梗代替。所谓融梗，
就是把别人作品中的精彩情节和标志桥段
融会贯通到自己的文章里。融梗，不是生硬
机械地复制粘贴，而是重新表述，融梗所具
有的争议性便在这里。虽然与抄袭是五十步
笑百步的区别， 但毕竟法律不保护思想，只

保护表达思想的方式。
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丽》早就因融梗

遭到激烈的指责，电影脱胎于小说，再怎么
改编也难以摆脱核心叙事结构。只要看过东
野圭吾小说《白夜行》和《嫌疑人X的献身》的
人，在看《少年的你》时马上就能发现其中的
雷同之处。

两个孤独被抛弃的少年惺惺相惜，共生
且互相守护。女孩要摆脱不如意甚至肮脏的
环境，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最后以不择手
段的堕落为代价。这是《白夜行》最核心的人
设和结构，被《少年的你》融进校园霸凌的筐
里，并一鼓作气将《嫌疑人X的献身》里掉包
顶罪的核心情节也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导
致后半部的故事不可避免走向狗血。

《少年的你》让人飙泪的画龙点睛之语，
不论是“路途上总有阴影， 但抬头总有阳
光”， 还是“生活在阴沟， 也要记得仰望天
空”，都让人无法不想起《白夜行》的神句，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 总是黑夜， 但并不
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
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这份
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
太阳，所以不怕失去”。

所以，《少年的你》，既优秀又被诟病，它
在戏里深入人性幽微之处用力刻画，戏外却
依然没有逃脱人性的窠臼。 东野圭吾说过，
这世界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一是太阳，一
是人心。

少年的你，如此复杂
韩哲

加快审批 流感疫苗供应增长2倍

2019年过去四分之三，减税降费规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5109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元。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减税降费政策充分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更直接更有

效地惠及广大纳税人、缴费人，稳定了经济发展预期。”在10月3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

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表示。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 =�新增减税 +�新增社保费降费

前三季度减税降费情况

17834亿元 15109亿元 2725亿元= +

增值税减税：7035亿元

制造业：4738亿元

占比31.36%

批发零售业：3258亿元

占比2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