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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增减税降费超万亿 查税也将出重拳

多次违停将被限用 北京共享单车推“新规”

豆瓣8.0，播放量12亿，热搜超300个，

在观众翘首以盼的大结局里，《开端》毫

无疑问的“爆”了。

烂尾与否是悬疑片躲不开的话题，在

社交场域，讨论声甚嚣尘上。有人在众人安

好的结局里破防了，有人惊喜于反炸CP意

外发糖，有人对拖沓的节奏感到不满，还有

人嗅出了仓促大团圆背后的虚假和无奈。

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

于剧情，角度不一，观点有好有坏不意外。

瑕不掩瑜，《开端》的出圈，有天时地

利，在岁末年初的时间段，放眼国产剧集

市场，优质内容贫瘠，“无限流”的概念新

奇抓眼球，占据题材优势。

但更有人和。从制作上，正午阳光是

好口碑的代名词，特效真实、逻辑自洽、伏

笔巧妙，没有无意义的注水；至于演技，主

角在线配角精湛，种种因素叠加，成就了

《开端》作为爆款的实力。

“社会派科幻”，有人将《开端》归属

于这一流派，寓意在科幻的外壳下，包裹

着关切现实、照拂人性的核。这是正午阳

光成为业界良心的由来，也是《开端》区

别于类似题材的最大亮点。

于是，在紧张的循环救人剧情外，在

公交车上平淡的面孔下，观众能看到悲

喜交织的众生相。不被父母理解的二次

元宅男，犯错后渴望挽回家庭的瓜农，供

孩子上学咬紧牙关的建筑工人，乐天派

主播和叨唠又热心肠的阿姨。他们在各

自的命轨里努力生活，让脱离现实的科

幻概念，多了几分人文关切和真情实意。

随着剧情的展开，在公交车这一狭

小场域里，不同人性在同一时空相遇，从

最初冷眼旁观，到最后鼎力相助，如果说

主角代表着逐渐觉醒的英雄主义，那么

配角则讲述着在现实的苦辣里，普通人

所能展现的善意，或大或小。

关切平铺直叙，批判直抵根源。沿着

施害者夫妇的动机顺藤摸瓜，又一个惨痛

的故事真相大白，无辜少女在社会的冷漠

里走向死亡，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在网络

暴力后遗忘此事，留下家属在愧疚和绝望

里生出极端的恨意。个体命运有差，做不

到感同身受很正常，但至少，未经他人

苦，少断他人事。

从畸形的亲子关系，到杀人的网络

暴力，《开端》通过一次又一次刨根问底

的循环，抚慰了恶性事件背后被忽视的

苦难。没有人是面目模糊的背景板，也没

有人是毫无感情的工具人，受害者和施

害者调换了位置，看见逃避之下的勇敢，

也看见孤苦背后的善良，共情与破防顺

理成章。

的确，结局不够脑洞大开，逻辑不够

缜密，但足够温暖。正义虽迟但到，所有

人都收获完美结局，当现实悲苦、舆论极

端、人心涣散，我们需要有力度的批判，

也需要有温情的希望。

即便5天300个热搜，若是营销与实力

相匹配，直面现实的好剧能被看见，倒也

无妨。对《开端》的褒奖，不只在于剧本身，

也在于其之于行业的开端意义。

没有真实的穷人和小人物，是国产

剧的现状。爆款不可掌控，但精品该是大

势所趋，放眼近两年的影视爆款，大IP和

流量不再是通关密码，粗制滥造的工业

糖精也早已失效，比起用工业模板拼凑

一个所谓S级，不如抄一下《开端》的公

式，少注水少浮夸少尬吹，心思和资金都

放在内容上，毕竟，观众的眼睛真的是雪

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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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创新型企业享红利

2021年，我国市场主体税收负担进一步

减轻。据介绍，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

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5.1%，比2020年

略降0.1个百分点，比“十二五”末的2015年

（18.1%）下降3个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马■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去年整体来讲疫情反复比较明显，

政府及时调整了减税降费政策，对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出台了更

大力度的支持措施”。

由于中小微企业承受风险能力相对较

弱，在疫情多点散发的形势下，亟需政策上的

扶持。去年，我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

政策新增减税2951亿元，实施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

元优惠政策，新增减税667亿元，惠及405万户

纳税人。同时，实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

率由3%降至1%优惠政策，新增减税1853亿

元，惠及895万户纳税人。税收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小微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缴纳税收

同比下降12.4%。

针对创新型企业，去年我国将制造业企

业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至100%，全国有

32万户企业提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优惠，减免税额3333亿元。其中，18.6万户制

造业企业享受减免税额2259亿元。税收数据

显示，2021年全国重点税源制造业企业研发

投入同比增长22.6%，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加大。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各国普遍采

用的创新激励措施，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提升国家总体创新能力。”马■说，“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去年为了体现对制造业企业研究

的重点支持，改革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清缴

核算方式，根据自愿原则，企业上半年的研发

费不用等到次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扣除，当

年10月份预缴时即可扣除，让企业尽早受惠，

进一步提高了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

“减退缓”税纾困煤电供热企业

去年，在年初出台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的

基础上，三季度以来又围绕促进能源电力保

供，对煤电和供热企业实施了“减、退、缓”税

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

力介绍，去年落实煤电和供热企业“减、退、

缓”税政策规模达271亿元。其中，减免税72亿

元，缓退税199亿元，惠及4800户左右煤电和

供热企业。税收数据显示，在减税、缓税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2021年12月，煤电和供

热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增速较9月

回升13.6个百分点。

马■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2021年原材

料价格上涨较快，企业出现了能源和电力紧

张，加上冬春能源电力保供工作压力大，去年

10月国家及时启动为煤电和供热企业办理

“减、退、缓”，起到了为市场托底的作用。持续

减税降费，切实缓解了煤电和供热企业的资

金压力和生产经营困难。

除了煤电供热企业得到减缓税政策的红

利外，去年落实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

政策规模也高达2162亿元。分类型看，中型企

业缓缴税费1253亿元，小微企业缓缴税费909

亿元。分行业看，缓缴规模较大的行业主要有

装备制造、建材、金属制品、纺织服装等行业，

合计1330亿元，占全部缓税的61.5%。

“纳税人缴费人普遍反映，缓缴税费相当

于国家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阶段性缓解

了企业资金压力。”蔡自力说。税收数据显示，

2021年11-12月，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现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8.6%，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8.3%，环比提高0.8个和1.1个百分点。

不过，马■也提示称，“短期内中小微企

业和煤电供热企业的困难还将持续，减税降

费的财政空间在缩小，因此，更要注重提高政

策精准性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将严查严办涉税违法行为

2021年，雪梨、薇娅等数起明星主播偷逃

税案件曝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月26日下

午，有关地区税务部门又曝光了5起涉税违法

案件，从中不难看出，虚开发票、注册空壳公

司等已经成为偷逃税的常见手段。

据通报，2020年至2021年期间，广西两家

中介机构及南丹县代理记账人员张利君在所

代理的25户个体工商户没有任何实际业务发

生的情况下，帮助犯罪团伙领用、虚开增值税

发票18712份，价税合计金额18.08亿元，并从

中非法牟利。

新疆乌鲁木齐市税务部门也通报称，乌

鲁木齐根多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闫慧平及数名独立从事涉税服务人员与虚开

团伙相勾结，以税务代理为掩护，虚假注册空

壳公司，违规办理实名认证、变更登记、领用

发票、代理记账，违法套用疫情防控税收优惠

政策并对外虚开发票，虚开发票1.7万份，价税

合计金额15.94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汪昊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利用税收监管上存在的一些漏洞进行偷逃税

活动是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处罚，是

有必要的。今后税务机关应进一步完善信息化

和大数据条件下的税收征管和稽查工作，更加

有效地进行税收征管和稽查，更好地维护国家

税收利益，创造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

对于今年的税收征管工作，国家税务总

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黄运介绍，将常态

高效打击“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特别

是对团伙化、暴力式虚开发票等严重涉税违

法行为，对骗取税费优惠和在逐步推开电子

发票中的涉税违法犯罪行为，一律严查严办。

对查处的部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涉税违

法案件，持续加大公开曝光和联合惩戒力度，

力求达到查处一案、震慑一片、治理一域的良

好效果。

据介绍，今年还将进一步强化精准性监

管，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监

管机制，实行纳税人动态信用等级分类和智

能化风险监管。依托税收大数据，聚焦高风险

行业、领域和纳税人，深入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稽查并适当提高抽查比例，积极开展部门

联合监管，不断提高监管效能。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吕银玲

所有行政区均已引入共享单车

根据1月26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示

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即共享单车）行业

2021年下半年运营监管情况，目前在北京

运营共享单车的企业共三家，分别是北京

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即美团单车）、上海钧

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即哈■单车）、广州

骑安科技有限公司（即青桔单车），以上三

家已按规定将运营车辆信息接入北京市共

享自行车监管与服务平台，并接受市、区、

街道（乡镇）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市所有行

政区均已引入共享单车运营，车辆投放布

局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作为统一运营

区域，车辆投放总规模控制在80万辆以

内，各郊区运营车辆15.59万辆，总计

95.59万辆。

监管情况显示，2021年下半年，北京市

共享单车累计骑行量5.9亿人次，日均骑行

量318.9万人次，同比增长29.4%。企业运维

调度力量显著增强，日均调度12.75万辆，车

辆日均周转率3.31次，较2020年同期增长

21.06%。延庆、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大

兴（新城）和大兴机场地区试点投放高精度

定位车辆，车辆定点停放率92%以上，车辆

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联合限制措施月底起试行

在行业管理方面，北京市已施划路面

停放区超过2.3万个，中心城区市民投诉集

中、骑行需求较大的51个轨道站点已实现

电子围栏监测管理全覆盖。

同日，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

美团单车、哈■单车、青桔单车签署《公

约》，对存在多次违规停放共享单车等不文

明行为的用户，将实施联合限制措施。《公

约》将于2022年1月31日起试行，3月1日起

正式实施。

《公约》明确了被纳入联合限制措施的

对象：在一个自然月度内，如果用户将共享

单车停放在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主路（含主辅路出入口与隔离带、桥区

路段）上一次及以上、禁停区三次及以上、

入栏管理区电子围栏以外区域六次及以

上，或因恶意破坏共享单车、私自占有共享

单车、利用共享单车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

被企业采取封控措施。

针对上述被纳入共享单车企业联合限

制措施的对象，企业会根据情况作出不同

的限制。比如对一个自然月内被纳入联合

限制措施对象的用户，自公示之日下个月1

日起7个自然日内不得使用所有品牌的共

享单车；对连续3个月被纳入联合限制措施

对象的用户，自公示之日下个月1日起15个

自然日内不得使用所有品牌的共享单车；

对连续6个月被纳入联合限制措施对象的

用户，自公示之日下个月1日起30个自然日

内不得使用所有品牌的共享单车。

针对已购买次卡、周卡、月卡等骑行卡

的用户，《公约》明确骑行卡有效期将相应

延长，延长时长为该用户被纳入联合限制

措施名单的时长。每月15日前，共享单车企

业将通过其App、官网等官方平台统一向

社会公示上一月联合限制措施对象的名单

表。名单内用户如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限

内提出异议申请，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

业协会将在接到用户异议申请5个工作日

内告知异议申请人结果。

哈■单车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在市交通

委指导下推出这一《公约》的根本初衷，是

要引导市民为全市创造更好的慢行交通环

境和文明骑行氛围。哈■会不折不扣地拥

护和执行这份限制性公约，紧跟整个行业

一盘棋”。

站在第三方角度，比达咨询分析师李

锦清认为，“共享单车企业在北京试行的联

合限制措施，可以视情况推广到其他地区。

试行联合限制后，用户违停的成本增加，大

概率会拉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是件一举多

得的举措”。 北京商报记者魏蔚

1月26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下半年北京共享单车数量95.59万辆，日均骑行量318.9

万人次，同比增长29.4%，车辆日均周转率3.31次，较2020年同期增长21.06%。同日美团单车、哈啰单车、青桔单

车签署《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试行）》（以下简称《公约》），对违规停

放用户进行最长30天禁用所有品牌的限制。

从共享单车限额投放以来，精细化运营一直是国家相关部门强调的重点，也是市场竞争的关键。《公约》一出，

各自为阵的违停限制变成行业一盘棋，对于用户而言，违停成本增加，对企业而言，也进一步缩小了运营成本。

2021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减税降费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2022年1月26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我国去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约1.1万亿元，为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办理缓缴税费

2162亿元，为煤电和供热企业办理“减、退、缓”税271亿元。在为市场主体减负担、增活力的同时，针对偷逃税违法行

为，税务部门也将重拳出击，强化常态化打击和典型性曝光，持续加大公开曝光和联合惩戒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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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纳税人动态信用等级分类和智能化风险监管

进一步强化精准性监管

常态高效打击“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

严查严办

团伙化、暴力式虚

开发票等严重涉税

违法行为

骗取税费优惠和在逐步

推开电子发票中的涉税

违法犯罪行为

查处一案、震慑一片、治理一域

进一步强化典型性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