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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社保缓缴 北京五类企业再收政策礼包

前4月进出口增长7.9%全年外贸考验“保稳提质”

互联网治理又开新药方。连日来，为维护网络传播秩序，

包括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知乎等在内的众多社交平

台纷纷上线IP属地显示功能，互联网霎时迎来一波大型翻车

现场。

那些号称常年定居海外的网红博主，属地却明晃晃地挂

着国内某地，而那些对国内防疫政策指指点点的“正义网友”，

属地却意外地挂着西方国家……在IP属地的照妖镜下，类似

的“抓马”情节不胜枚举。

“马甲”遍地。有人感慨，潮水退去。但也有人担忧，IP属地

的显现是否让公民的个人权利被部分让渡？网络讨论的空间

是否会进一步收缩？以及大数据之下，杀熟、隐私泄露等问题

横生的时代，IP属地的显示是否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

从出发点看，IP属地显示的初衷无可厚非。多家平台在上

线这一功能的时候就曾点明，其目的在于维护健康有序的讨

论氛围，减少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恶意造谣、蹭流量等不良

行为，保障用户第一时间获取真实有效信息的权益。

长久以来，互联网以其互联互通的特质和无远弗届的属

性塑造了一个庞大的虚拟世界，在错综复杂的信息和指数式

的传播加持之下，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包裹之下，“恶”就

容易被无限放大。

网络乱象要“止”更要“治”。也是因此，近些年来，互联网

实名制层层推进，“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持续开展，一系列举措

卓有成效，而如今的IP属地显示，亦可以当作互联网治理的新

尝试，即用真实的属地信息，消解掉具有强烈地域属性的非真

实信息的干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撕掉互联网的“隐身衣”，用

更真实的信息来震慑言论发起者肆无忌惮的发挥，从而进一

步倒逼网络的风朗气清。

但就像双刃剑一般，越真实的信息展示，也越容易引发用

户对于隐私的担忧。我们过往不是没有吃过这样的亏：大数据

时代，用户被商家拿捏，消费数据、搜索内容、地理位置甚至语

音信息等，都在各种技术手段的转化之下，成为一张精准的画

像，于是大数据杀熟时有发生，隐私泄露也时不时敲响警钟。

IP属地显示，正上线在这样一个尴尬又矛盾的处境之上，

因此要消除大众的顾虑，就要对IP属地显示，或者说是整个互

联网的治理提出了更精细化的要求。

例如当下，IP属地显示就需要面对一个棘手的技术问

题———如何堵住非法的IP代理生意，莫让IP代理为流言开口。

而从长远的角度看，网络监管部门也要总结经验，从而防止IP

属地展示背后，可能加剧的地域歧视风险，以及避免让用户成

为“画像”，被精准地“割了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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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外贸方面的影响已经显现。5月9日，

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

口总值12.58万亿元，同比增长7.9%。但受供应链

不畅影响，4月单月的进出口总值同比仅增长

0.1%，部分订单有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迹象。不

过从贸易伙伴来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

增速明显，RCEP生效也使我国国际市场布局进

一步优化。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畅

通供应链，推动复工复产，争取实现“进出口保稳

提质”的预期目标。

疫情致4月外贸出口走低

从今年前4个月数据看，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

化，一般贸易进出口8.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2%。

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比重提升。民营企业进

出口6.1万亿元，增长1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8.5%，同比提升1.4%。

品类方面，我国出口机电产品4.04万亿元，增

长6.7%，占出口总值的57.9%。其中，自动数据处理

设备及其零部件5088.8亿元，增长3.9%；手机

2924.8亿元，增长0.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在我

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形势

下，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仍然保持增长，

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7%。这

充分体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的特点，我国实现全

年外贸保稳提质目标仍然有较好支撑。

不过，从4月单月来看，进出口总值超3万亿

元，同比仅增长0.1%。4月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

数下降5.6%至41.6%，进口指数下降4%至42.9%，

八大枢纽港口集中箱内贸和外贸吞吐量均在4月

中旬出现负增长，出口集装箱和进口集装箱运价

指数4月均环比回落。

相较于3月5.8%的增速，4月外贸增速进一步

下滑已在业内预期。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

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造

成了影响，特别是上海、江苏、浙江这些长三角地

区，是我国制造业的中心，所以对产业链、供应链

的变化特别敏感，最终导致外贸出口走低。此外，

有些东南亚国家已经复工复产，把我国的一些订

单转走了”。

中国民生银行高级宏观研究员王静文也表

示，从外需来看，美国4月Markit制造业PMI回升

至59.2%，显示外需整体稳健。越南4月出口同比增

长30.4%，远高于上月水平，一部分订单由我国向

东南亚地区转移。从内需来看，疫情防控压力导致

复工复产受阻，产业链供应链停滞，港口船只货物

积压。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低迷，而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也会抑制进口倾向。

国际市场布局优化

虽然内外压力重重，但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

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

有所增长，分别进出口1.84万亿元、1.73万亿元、

1.56万亿元和764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2%、

6.8%、8.7%和8.4%。

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14.6%。同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合计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5.4%。我国

与RCEP其他14个成员国合计进出口3.84万亿元，

同比增长3.9%。

李魁文表示，区域合作紧密、贸易多元共进的

国际市场布局继续优化，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外贸

的活力和潜力，也可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RCEP成员国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今年

前4个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

高出整体增速7.5%。

RCEP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给我国带来新机

遇。海关数据显示，RCEP实施首季度以来，我国出

口企业申领RCEP原产地证书和开具原产地声明

10.9万份，货值371.3亿元，可享受进口国关税减让

2.5亿元，主要商品为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等。RCEP项下享惠进口货值

67.2亿元，减让关税1.3亿元，主要享惠商品为钢

铁、塑料及其制品和有机化学品等。

以天津为例，今年前4个月天津海关共签发

RCEP原产地证书980份，涉及出口货值3.5亿元；

同期，进口RCEP项下享惠货物货值11.5亿元，可

享关税减让近2000万元，进出口享惠货值合计达

15亿元。

不过，从4月单月来看，RCEP增长不如平均

水平。白明对此解释称，“一个是此前我国与很

多RCEP成员国已经有自贸协定，像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对我们的开放接近100%，

所以RCEP生效后效果不会特别明显。只有日

本是在RCEP生效后刚刚与我国建立了实质性

的自贸关系，但现在日元贬值，日本商品的竞

争力比我国更强，我们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就

难了”。

控制疫情、复工复产两不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出口保稳提质”

的预期目标，为实现该目标，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

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外贸。特别针对上海、深圳

等受疫情影响的地区，海关围绕企业反映突出的

物流受阻、订单减少和快速反应等诉求，积极推动

口岸升级改造，推进物流一体化改革、健全“一站

式”通关机制、完善“问题清零”等服务跨周期调节

系列措施，助力打通供应链堵点。

李魁文在4月1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从3月9日开始，上海海关在浦东机场、外港、洋山

等重点隶属海关率先实行“AB班”工作制，在全力

做好内部安全防护基础上，与其他口岸单位协同

作战，力保上海口岸安全畅通。

“国内供应链不畅可能导致原材料采购和供

应不足、企业生产制造强度下降、生产要素流通效

率显著下滑等现象，供给侧利空及其外溢冲击可

能冲击我国供给优势、降低订单承接能力，进而拖

累出口。”浙商宏观李超团队指出，近期上海的汽

车、半导体等产业运转骤停，对全国范围内的相关

产业链产生显著的外溢冲击，中小企业PMI出口

新订单、上海在华外资企业希望政府实施纾困支

持等方面也有所体现。

李超团队认为，4月底政治局会议再次确认力

争实现预期目标，并要求落实预期政策效果，并抓

紧出台增量工具，预计5月起扩大投资和消费带来

的内需改善叠加疫情有效应对，进口同比增速将

逐步修复。

“二季度已经过去一个月，而且是今年以来外

贸形势最严峻的一个月。剩下的两个月形势如

何，最主要的是看疫情防控到不到位。”白明表

示，“如果防控到位，趁着有些订单还在手里，或

许能争取将4月的损失补上。如果疫情没有得到

遏制，很多订单就要找新的供应商了。接下来我

们要做到控制疫情、复工复产两不误，减少两者

之间的干扰。”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稳增长总动员·

疫情之下，不少行业按下“暂停键”。如何帮助相关企业纾困，成为政策保障的当务之急。为帮助个别受疫情冲击较大的

企业渡过难关，5月8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与税务、财政等九部门联合发布通告，对在北京市参保缴费，属于餐饮、零售、旅

游、民航、公路铁路运输行业的企业，阶段性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保费缓缴政策。

五大行业涵盖其中

根据通告，本次缓缴政策适用于上述企

业三项社保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对职工个人

应缴纳部分，企业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每月按时足额缴纳。另外，在餐饮、零售、旅游、

民航、公路铁路运输行业中，以单位方式参加

社会保险且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单位，

也可以参照企业办法缓缴三项社保费。

符合缓缴资格的单位，可以申请缓缴

2022年4-6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单位应缴纳部分，以及2022年4-10月的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不影响参保职工社会保险待

遇和个人权益记录。

参保单位可在5月9日-13日申请从4月

起享受缓缴政策；在5月16日-25日申请从5

月起享受缓缴政策；6-10月社会保险费缓缴

申请时间为当月1日-15日。申请缓缴成功的

参保单位，从当月起享受缓缴政策，且只需申

请一次，无需每月申请。

符合缓缴资格的参保单位，可登录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http：

/ / rsj.beijing.gov.cn/），在“2022年阶段性缓

缴社会保险费”模块中提交缓缴申请。申请缓

缴的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愿提前结

束缓缴，也可提前申报缴纳缓缴的费款，最迟

应于2022年12月25日前缴清。

解企业燃眉之急

疫情冲击之下，如何减轻企业负担，激发

企业活动，最大程度减轻疫情对经济增长造

成的影响，成为一道城市必答题。

5月9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第329场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

言人徐和建介绍，当前首都与疫情的较量正

处在胶着状态，社会面仍有零星散发病例，防

控处于吃劲的关键时刻。在此背景下，北京发

布包括暂停堂食服务等8条措施，延续保持社

会面从严从紧防控。

“北京目前的疫情依旧严峻，因此采取了

一些防控措施，如减少堂食、居家办公，很多

相关行业受到影响，不能够正常营业。”中国

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表示，人口流动是上述

五类企业正常运行的一大前提，但是为配合

疫情防控政策，必须控制人口流动率，餐饮、

零售、旅游等行业许多门店只能暂停服务。

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某家餐馆老板李女

士表示，在她经营餐馆的这一年多内，疫情反

反复复，暂停堂食以后更是每天都处于亏钱

状态，这样下去将难以为继。“除房租、工人工

资、水电费外，社保费也是压力之一，这个政

策的出台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我的压

力。”同时，李女士也表示，希望有更多房租减

免等方面的政策出台，从而更加全面地惠及

和她一样的餐饮业经营者。

王鹏介绍，在无法正常营业的情况下，对

于上述五种行业的企业而言，如果仍需按时

缴纳一系列社保，非常有可能占用其最后的

救命资金，从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而保

留这部分资金则可以帮助企业保留客源、维

持基本的生产活动，从而缓解企业燃眉之急。

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者，服务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为56.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9.6%。“高

贡献率的背后是大量的从业人口，维持该行

业生存的同时也能稳定许多就业人口的正

常生活。”王鹏表示。

多地落实缓缴政策

据了解，这并非北京首次实施阶段性

缓缴。

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息，

2020年，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纾解企业困

难，北京市曾于2020年2-4月减半征收大型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

组织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2020年

2-6月免征中小微企业（包括以单位形式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特殊类型单位（不含机

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此外，自4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

特困行业实行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以

来，除北京外，已有辽宁、江苏、四川、山东、安

徽五省份明确相关政策。

其中，辽宁对上述五类企业阶段性实施

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其中，养老保险费缓缴

期限为3个月，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缓缴期

限为1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江苏继续实

施困难企业缓缴养老、失业和工伤三项社会

保险费政策，期限不超过6个月。而四川则要

求，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2年

缴纳费款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2022年

未缴费月度可于2023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

基数在2023年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

主选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安徽的企业纾困政策同样对准五大行

业，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

输等特困企业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其中，养

老保险缓缴所属期为2022年二季度；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缓缴所属期为2022年4月-2023

年3月，4月已缴费的企业可顺延1个月享受政

策，也可以申请退回。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在餐饮、零售、旅游、

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5个特困行业企业的

基础上，将缓缴范围扩大到受疫情影响经营

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冉黎黎

缓缴项目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缓缴企业

餐饮、零售、旅游、
民航、公路铁路运输行业

具体缓缴政策

2022年4-6月

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单位应缴纳部分

2022年4-年0月

缓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的

单位应缴纳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