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万亿元
“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减

税降费超过7.6万亿元，其中减
税4.7万亿元，降费2.9万亿元。

万物皆可“炒” 又找到了新的标
的———国产球鞋。打着爱国的旗号，一双
李宁球鞋，单价从1499元飙升至48889元，
就在一夜之间。

炒鞋热再次引爆舆论场， 4月6日，作
为平台方的得物App给出官方回应，称平
台不参与鞋款定价， 个别鞋款已做下架
处理，并对3名涉嫌恶意影响商品标价波
动的卖家采取封禁措施。

这一幕并不陌生。 从国外蔓延过来
的炒鞋热已成为年轻人心照不宣的乐
趣，球鞋脱离了普通的商品价值，在品牌
的饥饿营销、黄牛的推波助澜以及消费主
义的裹挟下，被球鞋爱好者们赋予了独特
的精神内涵，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身
份的象征，广受追捧。从明星联名到经典
复刻，从Yeezy�到Air�Jorden，一双市价几
千元的鞋被炒到上万元，一鞋难求。

当新风口降临， 便有投机者嗅到了
韭菜的味道。排队抢鞋、加价卖出、赚取
差价，这是普通黄牛的招数。雇人排队、
垄断货品、肆意抬价，这是专职庄家的套
路。如果说最初的抢鞋，是球鞋爱好者出
于对限量款的追捧，是市场的供不应求；
那么当炒鞋发展到极端时， 便成了一场
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

17世纪的郁金香泡沫殷鉴不远。对
金钱的狂热追求导致了对风险的不屑一
顾，短短一个月内，价格被抬高几十倍，
堪比黄金，家产万贯不如郁金香一株。但
从奇货可居到烫手的山芋也不过一个冬
天，卖方抛售、买方出逃，暴富神话就此
化为不可挽回的泡沫。

时代千帆， 我们有时候也会被浪潮

裹挟。“70后”炒股，“80后”炒币，“90后”炒
鞋、炒盲盒，变的是对象，不变的是一个
“炒”字。“钩子一反，倾家荡产”“AJ带兜，
全家喝粥”，行业黑话背后，二级市场炒
卖严重，明码标价形同虚设，实际成交价
动辄上万乃至十万、百万，部分稀缺款更
是有市无价。

随着经济发展、物质丰富，消费主义
蔓延开来， 年轻人基于自己的个性和喜
好买单，风格迥异的“新新人类”有了自
己的消费人格。 这些消费人格向社会的
广角渗透， 继而是全年龄段被包裹进新
兴的文化浪潮， 仿佛打开流量闸门的万
能钥匙。

在这汹涌澎湃的新消费浪潮里，青
年文化走向大众，渗透生活，又与商业结
合，变成一种荒诞的“越炒越有理”的消
费话语权。 严重脱离成本轨道的球鞋和
玩具受到热烈炒作， 正是被施予了符号
价值的魔法， 它们只是消费社会规则下
典型而极端的案例。

价格被无止境地抬高， 市场消费持
续被严重扰乱， 而当初对球鞋的热情也
在逐渐被消耗。 球鞋开始偏离了消费品
的定价轨道， 而是化身金钱与利益的载
体，完全沦为炒作工具。以假乱真的赝品
球鞋，趁虚而入的诈骗圈套，财富还是泡
沫，开始变得模糊。这些被炒起来的天价
球鞋一旦找不到“接盘侠”，就会面临价
格崩盘、资金断裂甚至负债累累。

有人说，我们终将老去，炒鞋的人依
旧年轻。“我25岁，炒鞋月入百万”，不是一
个杜撰式文学， 就是一个等待愿者上钩
的新圈套。

风波过后 长租公寓的蜕变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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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阶段性减税降费将有序退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吕银玲）经济
稳定恢复增长态势，“十四五”时期，我国

减税降费政策将有何变化？4月7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助

理欧文汉表示，按照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

效、更可持续的要求，我国将综合考虑财

政可持续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的需要，平

衡好“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的关系，

着力完善减税降费的政策，优化落实机

制。其中提到，去年出台的应对疫情阶段

性减税降费政策将分类调整、有序退出，

未来减税降费将侧重小微企业和制造业

科技创新投入等方面。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减税

降费超过7.6万亿元，其中减税4.7万亿元，

降费2.9万亿元。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在财政收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

国出台了临时性、应急性的减税降费政

策，有效对冲了疫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

发展。

日前我国已延长了其中部分税收优

惠政策的执行期限，例如，《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

政策的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期限将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同样延期

到今年底的还有疫情防控相关的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增值税等政策措施。

在此次发布会上，欧文汉介绍，去年

出台的应对疫情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将

分类调整、有序退出。适当延长小规模纳

税人减征增值税等政策的执行期限，保持

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对涉及疫情

防控保供等临时性、应急性政策，到期后

停止执行。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政

策有进有退，体现了精准施策的导向，就

像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财政政策也不

搞雨露均沾，要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解

决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上，用在构建

中长期发展动力上。

虽然应对疫情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

策将在到期后停止，但在“十四五”期间，

我国减税降费工作还将不断发力。首先

要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比如降低

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留抵退税、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等以前出台的制度性减

税降费政策继续实施，让政策叠加效应

持续释放。

“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出台了允许部

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

额。今年的政策是把‘部分’两个字拿掉，

就是先进制造业都可以按月来全额退还，

把适用的行业范围扩大了。”财政部税政

司司长王建凡解释称。

小微企业方面，在落实好普惠性减税

降费政策的同时，我国还将进一步加大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收减免力度，将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起征点从月销售

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

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再减半

征收所得税。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

支持力度将得到强化。延续执行企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

计扣除的比例提高到100%，激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对先进制造业企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4月7日当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的公告》显示，制造业企业开展研

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

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

除的基础上，自2021年1月1日起，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

成无形资产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

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力

度从今年1月1日开始由75%的比例提高

到100%，这是我们今年结构性减税中力

度最大的一项。”王建凡说。

与此同时，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我国还将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实施“后补

助”支持方式，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扩大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规模，促进

科技成果在企业转移转化和资本化、产业

化。并将落实和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税收政

策，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

“‘十四五’期间要把创新作为增长的

驱动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要真

正实现这一点，我们还要破解很多制约因

素，补齐短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加快

攻关‘卡脖子’问题，外部环境客观要求我

们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所以加

快培育市场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能力尤

为重要，也迫在眉睫。”胡麒牧说。

长租公寓意外抢手

“今年春天租房的人没有往年那么多

了。”这是在天通苑从事租房中介工作的小陆

最直观的感受。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三年多，

而她选择的天通苑区域，也被外界戏称为“亚

洲最大小区”“北漂聚集地”。据了解，天通苑

共有16个分区、645栋楼，常住人口近50万。

北京的租房市场热度一直有着很强的时

间性，3月后往往伴随年后大量人员返京，同

时许多外地毕业生、海归等人员也会在此时进

京找工作。但今年的情况略有不同，小陆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2月底刚过完年的时候，看房

的人还多一些，但3月开始就比较冷清了。

同样的情况在北京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印

证。负责莲花桥地区的房先生也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对租房

市场有利好，但程度现在不好判断，真正火热

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根据我爱我家研究

院的数据，今年春节过后，月交易量依然保持

自去年9月以来的下行趋势。尽管今年2月每

平方米平均租金有明显涨势，环比上涨4.1%，

但相较去年同期依然下跌2.6%。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现

在仍未出现找工作的热潮，冷淡反而是正常

现象。夏季时，随着找工作和跳槽的情况出

现，也有可能会火热起来。”

但与传统租房市场的平淡不同，尽管去

年多个长租公寓品牌出现问题，但风波过后，

在长租公寓平台寻找房源的租客却依然络绎

不绝。“虽然价格会高一些，但长租公寓的房

间质量好，家电家具都齐全，宽带水电费用的

规则都很清晰，租后的维修保洁服务也不需

要操心，对我来说性价比很高。”住在一家平

台房源的租房者小蔡看中的是这类公寓的配

套服务。对于此前的风波，小蔡表示：“如果因

为‘爆雷’就完全不考虑长租公寓的话，就有

些因噎废食了。尽管有之前的事情，但我想经

历了这一轮市场淘汰，以及国家出台的一些

管控措施，风险会小很多。”

同样，在被问及此前的风波影响时，位于

天坛附近的一位集中式长租公寓的管家也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很多租客问我，我都会说

我们不会有问题。一个是我们之前没出问题，

另一个，你也能看到，我们的房源都很紧俏，

平台运营情况也很好。”

相比分散式长租公寓，集中式长租公寓“一

房难求”的情况更是瞩目。北京商报记者在几家

集中式长租公寓的App上发现，空房寥寥无几，

大部分门店和房型均显示已满房。立水桥的一

位长租公寓管家小谢告诉记者，想要预订的话，

至少要提前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就决定签约。

偃旗息鼓的租金贷

长租公寓的优势一目了然，替业主解决

了招租、维修等一系列问题，又给租客带来

了找房便利，同时也提升了租房体验。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称，集中式的长

租公寓比较稳定，由大资产拥有者进行改

造，且数量比较多，比较集中，因此租金相对

平稳，这也是政策鼓励的方向。而分散式的

是传统租房的改造版，并不属于政策鼓励的

方向。

但从过往经验看，长租公寓也因涉及租

金贷问题而埋下了不少隐患。小李是北京的

一名在读研究生，2020年6月他本科毕业时需

要租房，因此使用了一家长租公寓平台针对

应届毕业生推出的相应活动。根据活动规则，

毕业生不仅可以免押金，还可以按月交租，看

起来对学生非常友好。

但小李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直到签约

时，他才注意到在房屋租赁合同之外，还有一

份贷款合同。这份租房合同和其他租客一样

都是与作为甲方的长租公寓平台签订的，但

另一份合同却是与金融机构进行签约，这是

之前中介没有跟他说明的。

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松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租房者与中介签订

的，名为租房合同，实为贷款合同。此贷款合

同主要以租房者的个人信用做担保获得一年

贷款。同时，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事实上为

贷款利息。”

目前，北京商报记者在多家长租公寓平

台上发现，平台均显示提供押一付一的选项，

有些平台月付会较季付价格稍高。在问及月

付是否是租金贷时，多位中介均表示了否认，

并表明押一付一是写在房屋租赁合同中，不

涉及第三方金融机构。

李松表示：“租房者如与房产中介签订租

房合同，应当认真查阅租房合同相关内容事

项，谨慎签字。实践中可能出现让租房者关注

分期公众号且手持身份证拍照等，更要留意

小心。”

风波之后回归正轨

过去一年，长租公寓是住房租赁市场绕

不开的关键词之一。而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之

后，长租公寓也加速回归正轨。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首次被写进政

府工作报告，强监管的意味不言而喻。与此同

时，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也提到，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具体而言，要加快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效盘活存量住

房资源，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

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

有同等权利。

而在这之前，针对长租公寓市场可能存

在的风险和问题，2020年9月7日，住建部便已

发布《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60

余条监管措施，将长租公寓“高收低出”“长收

短付”“租金贷”等容易引发纠纷的现象纳入

监管。

据了解，为保证租赁市场能够回归正轨，

今年2月以来，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6

个省市先后出台关于房屋租赁的政策。以北

京为例，今年2月，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便联

合印发了相关文件，明确表示预收租金金额

不能超过3个月租金，同时押金也将由北京房

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建立的专用账户托管。此

举的目的，旨在让长租公寓能够保持一个更

加安全健康的发展状态。

政策规范之外，企业自身也正重整。其

中的关键指标之一便是出租率，据了解，一

般而言，长租公寓行业理想的出租水平通

常在90%-95%左右，但此前“阵亡”的长租

公寓中，不乏出租率低于50%甚至30%的

企业。

但随着疫情的控制以及市场风险的出

清，长租公寓的入住率也出现了回升。不久

前，多家上市房企年报集中披露，长租公寓方

面的情况也随之浮出水面。以万科为例，其年

报显示，截至2020年底，万科集团运营管理长

租公寓18.44万间，累计开业14.24万间。截至

报告期末，已开业项目的整体出租率超过

95%。此外，龙湖集团的年报也显示，2020年

长租公寓方面，冠寓已开业9万间，整体出租

率为88.5%，其中开业超过6个月的项目出租

率为93.3%。而在收入方面，业绩报告显示，龙

湖集团租赁住房收入约为18.11亿元，而去年

同期则为11.75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达

对租房市场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按照往年经验，3、4月通常是北京租房市场的传
统旺季，但疫情缓和后的这个春天，北京租房市场似乎还未真正回暖。相比起来，反倒是经历了
去年一连串风波的长租公寓依旧受捧，除了质量好、家电齐全、规则清晰等固有优势之外，“经
历一轮淘汰依旧还在”的逻辑，让不少人认为长租公寓的风险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北
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租金贷偃旗息鼓，挨过风波的长租公寓，似乎也正逐渐步入正轨。

北京历年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用地供应（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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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效盘活存
量住房资源，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完善
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
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政府工作报告

要解决好大城市的住房突出问题， 切实增加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供给， 规范发
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
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