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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创我国历年最大规模，有利于降低企业

信用风险 

 

作者：联合资信、联合评级研究部   马顺福   夏妍妍   刘艳 

 

2018 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中央及有关部门均表示将实

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大规模地进行减税降费，从而更大力度地减轻企业税

费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虽然市场对此早有期待，但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

公布的减税降费方案，仍然超出预期——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2019 年全年减

轻企业税费负担近 2 万亿元。这一数字较 2018 年的计划数（1.1 万亿元）和实际

数（1.3 万亿元）均大幅提升，约相当于 2018 年我国税收收入（15.6 万亿元）的

13%，是我国历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减税降费是应对经济下行的重要举措。2018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季放

缓，四季度 GDP 同比实际增速回落至 6.4%，为 2008 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9 年以来，虽然 1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M2 等金融数据超预期向好，但各项宏

观指标总体延续 2018 年末的下行趋势，尤其是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 3 个月在荣

枯线之下，制造业生产持续放缓。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大的背景下，出台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尤其是降低

制造业企业负担，以激发市场主体的信心和活力，十分必要而且迫切。 

制造业减税降费力度最大。此次减税降费仍然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

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增值税

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

业现行 10%的税率降至 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同时通过采取对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 6%档的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同时，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 16%（目前多数地区在

16%以上，部分达 20%），以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此外，还提出通过深化电

力市场化改革和收费公路制度改革、治理中介服务收费等措施清理规范各类涉企

收费，推动降低用电、用网和物流等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总体来看，制造业减

税降费力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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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降低制造业企业信用风险。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

的核心和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是本次减税降费的主要受益者。增值税主要是对

物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增值部分进行征税，过高的税率会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

不利于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事实上，减税降费是近年来我国重

要的财政政策手段，以增值税改革为主线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增值税覆盖面较广、

税率较高，是我国第一大税种。2017 年 7 月，我国取消了 13%档增值税税率，

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 13%降至 11%，使增值税并为 17%、11%、6%

三档税率。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和经济下行趋势的显现，我国继续实施大规

模减税降费，进一步明确要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简并增值税税率，2018 年 5 月 1

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17%降至 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

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 11%降至 10%，增值税的三档税

率调降为 16%、10%、6%，并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

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

退还。此次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3 个百分点，可明显降低制造业企业流转环节

税负，提高企业利润和利润率，提高企业资本积累能力，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加大研发投入，同时改善企业的流动性，缓解去年以来

部分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的信用风险。 

从行业来看，增值税税率下调后，计算机、通讯设备、电气设备等高端制造

业企业，以及产品销售议价能力较强的其它制造业企业，由于其应税额较大，将

更加受益。此外，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可以普遍降低企业

的缴费负担，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受益将最为显著。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

无疑将对提振企业信心和经营活力产生积极影响，也将对稳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进一步减税降费措施仍可期。纵观政府工作报

告中应对经济下行的对策，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于稳增长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更为直接有效。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侧重于通过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就财政政策而言，通过减税降费减

轻企业负担、增厚企业利润是重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同时，增加财政支出、

扩大有效投资，也是一种重要财政政策工具。此次计划将预算赤字率由去年的

2.6%提升至 2.8%，增加 8000 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有望扩大有效投资，

并对制造业等行业的需求产生较强的提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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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减税降费政策不及预期的地方，是没有实现对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的

税制简并，可能是出于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给以后的调控

留出适当的空间。目前来看，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存在及外部不确定性因素

的增加，年内继续实施其它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为企业减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