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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经济财政政策措施解读 

承德市财政局 

 

今年以来，国家和省、市为“稳经济、保增长、促发展”，

先后出台稳经济大盘一揽子政策。经过梳理，下面重点围绕 9个

方面财税政策进行解读和汇报。 

第一个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企

业在未实现销售收入或实现销售收入实现的销项税不能将进项

税全部抵扣时，政府先行把待抵扣的进项税提前退还给纳税人的

政策。从 4月开始，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 6个行

业实行退税。7月份，又将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

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7个行业纳入范围。增值税留抵退税是组

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的“重头戏”，实施力度大、要求进展快。政

策实施以来，我局坚决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在资

金调度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集资金保障退税资金需

求。目前，全市已完成退税 36.8 亿元，惠及企业 3399 户。截至

7月底，已基本完成了存量部分退税，增量将部分按月全额退还，

全年退税额预计超 40 亿元。 

企业申请留抵退税应符合四个条件：一是纳税信用等级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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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或 B 级，二是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

取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三是申请退税前 36 个

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四是 2019 年 4 月 1 日

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只要企业符合这 4个

条件，只要提出申请，税务部门将在第一时间办理退税。 

第二个方面，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是指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所得额时，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一定比例，在税前加计扣除。目前政策是制造业企业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为 100%，其他行业

为 75%；简单举个例子，如：某制造业企业 2022 年符合条件的

研发费用金额为 1000 万元，按照加计扣除比例，在计算应缴所

得税时可扣除 2000 万元，以当前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

该企业可少缴企业所得税 1000*（1+100%）*25%=500 万元，相当

于企业节省了 500 万元研发费用。企业一定要抓住这个政策窗口

期，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第三个方面，其他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主要打好“减、免、

缓”组合拳，让企业享受真金白银政策优惠。 

在减的方面，今年，我市顶格执行小微企业“六税两费” 减

免政策（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将减半征

收政策适用范围由原来的小规模纳税人扩展至小型微利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政策执行期限为 3年。另外，落实车购税减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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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购买单价不超 30 万元，排量

2.0 及以下的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在缓的方面，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今年一、二季度

的企业所得税等政策。其中：中型企业可缓缴规定税费的 50%，

小微企业全部缓缴，缓缴期限 6个月。 

在免的方面，阶段性免征适用 3%征收率的小规模纳税人的

增值税负担，政策执行期限为今年 1年。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为 8万户纳税人减征“六税两费”1.58

亿元，为 2495 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办理缓税 4.85 亿元，为 1.3

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1.6 亿元，为 2644 名纳税人减征

车辆购置税 1568.22 万元。可以说，组合式减税降费成效明显，

市场主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第四个方面，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聚焦我们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全面落实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政策，发挥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应急纾困等作用，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最后一

公里”。一方面，发挥规模 2.34 亿元的企业纾困基金作用，进

一步简化业务流程、扩大支持范围，为债务到期需续贷的企业提

供资金支持，着力解决企业续贷难问题。今年，为加大助企纾困

力度，我市将基金日使用费率由 0.68‰降至 0.41‰，近两年为

企业转续贷 30.92 亿元，为企业节约综合融资成本近 4300 余万

元。另一方面，降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费率，单笔担保业

务金额在 1000 万以内小微企业、三农主体、科技创新型企业的

担保业务按 1.5%收取担保费；大中型企业及单笔 1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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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担保业务按 2.5%收取担保费。目前全市在担保余额已达 6.7

亿元。我市域内的相关企业均可享受上述政策，具体可向市国投

集团申请。同时，发挥政府性农业融资担保机构支小支农作用，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农业信贷担保服务，年化担保费率控制

在 0.8%以内；对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联合体成员，阶段

性给予担保贷款 2.5%的贴息贴费，对重点农业行业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担保贷款实行担保费减免。 

第五个方面，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政府采购是财政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今年，我市全面落实预留采

购份额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项目对中

小企业预留份额达到 30%以上，其中的 60%预留给小微企业；政

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400 万元以下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适宜

由中小企业提供的，要求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 400 万元

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份额由 30%

提高至 40%。全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预算达 15.7 亿元。 

第六个方面，政府专项债券政策。今年以来，市财政局抢

抓国家政策机遇，已累计争取政府债券资金 41.47 亿元，其中专

项债券 19.94 亿元，支持了天然气管网、京承高速承德南互通、

殡仪馆等 35 个重点项目建设。为发挥专项债券“稳经济、促发

展”作用，国家在前期确定的 9大领域基础上（交通基础设施、

能源设施、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物流设施、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京津冀协同发

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将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项目纳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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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券重点支持范围。为加大争取力度，我市初步新谋划专项债

券项目 49 个、总概算 149 亿元，专项债券需求 101.7 亿元。据

现在掌握的信息，国家有可能把明年的专项债券额度提前到今年

下半年发行。对此，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进一

步加强项目谋划，加快项目前期，力争更多项目达到发行条件、

列入国家发行计划，最大限度争取支持。 

第七个方面，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为缓解企业困难，

我市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5个特困行业企业（餐饮、零售、旅游、民航、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业）以及 17 个扩围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农

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

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作，广播、

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及娱乐业）阶段性

缓缴养老、工伤、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其中，对企业和以单位

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缓缴养老、工伤、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实

施期限为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2 月，特困和扩围行业企业缓

缴失业、工伤保险费实施期限为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4 月。目

前，全市已为 502 家企业缓缴社保费 784.76 万元。  

第八个方面，稳岗返还政策。稳岗返还是对不裁员、少裁员

的参加失业保险企业，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助，其中大型企

业按企业及其职工 2021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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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为90%。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的社会团体、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

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六类主体按 50%返还、300 人以下的按 90%

返还。该政策由人社部门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精准确定符合条件

市场主体名单，主动推送稳岗返还信息，用人单位确认即视为申

请，经办机构直接拨付返还资金。今年以来，我市累计返还失业

保险 2656 万元、惠及企业 594 家。同时，从今年 4 月至明年 4

月，我市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 1.5%阶段性降低至 1%，全市减征

企业失业保险费 5202 万元，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 

第九个方面，住房公积金政策。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我市对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对于职工购买首套普通

自住住房的，首付比例由 30%降至 20%，购买二套普通自住住房

的，首付比例由 60%降至 30%，单方缴存职工贷款最高额度由 40

万调整提高至 60 万元，双方缴存职工贷款最高额度由 60 万提高

至 80 万，政策时间暂定至 2022 年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