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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连续推出，不
断 释 放 税 收 红 利 。 3
月 ， 国 家 出 台 政 策 ，
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
用 加 计 扣 除 比 例 由
75%提高至 100%，企
业在 10 月纳税申报期
可提前享受上半年加
计扣除优惠；9月，优
惠政策再加码，企业
可以提前享受范围扩
展至前三季度，同时
通过增设 2021 版研发
支出辅助账样式等措
施，方便纳税人。减
税，让企业创新的劲
头更足了。

何为研发费用加
计 扣 除 政 策 ？ 据 介
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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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在实际
发生支出数额的基础
上 ， 再 加 成 一 定 比
例，作为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的扣除数额
进行加计扣除。该政
策是促进企业技术进
步的一项重要税收优
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底，全国各类企业
提前享受加计扣除金
额达 1.3 万亿元，减免
税额 3333 亿元，享受
加计扣除金额占去年
全 年 汇 算 清 缴 的
77.6%，企业享受政策
红利的时间更早、力
度更大，政策效应超
出预期，有力促进了
科技创新和工业经济
平稳运行。

北京小米移动软
件有限公司税务总监王晓雪表示，新的税费优惠政
策允许企业在 10月提前办理今年前三季度的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申报，盘活了现金流，有效缓解了企业
的资金压力。“提前享受研发费用预缴加计扣除后，
我们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提升自主研
发能力。”王晓雪说。

加计扣除比例提高与提前享受范围扩展的双重
优惠，更为制造业企业带来动能。国家税务总局所
得税司一级巡视员刘宝柱介绍，制造业企业不仅可
提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而且加计扣除比
例由 75%提高到 100%。双重利好惠及 18.6 万户制造
业企业，加计扣除金额达 9036亿元，减免税额 2259
亿元，占全部享受优惠户数和减免税额的比重分别
为 57.7%和 67.8%。其中，加计扣除比例提高使制造
业企业多享受减免税额571亿元，政策支持制造业发
展的导向持续显现。

除了税惠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为进一步方便纳
税人办税，税务部门还通过增设 2021版研发支出辅
助账样式、调整优化了“其他相关费用”限额计算方
法等措施，大幅精简企业账表填报信息，优化费用
计算方法，减轻企业核算负担。企业享受政策所需
填写的研发费用辅助账表减少75%，填报时间明显缩
短，财务工作量大幅降低。

“以前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申报，填写研发支出
辅助账有一定难度。”重庆桴之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人员冯茜表示，新政策增设了更简洁的研发支
出辅助账样式，企业既可以使用老版本，也可以使
用新版本，还可以根据企业情况自己设定，这大大
地减轻了企业的办税负担。

此外，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一些研发活动情况
复杂、周期偏长，不同领域的研发活动又各有特
点、专业性强，部分企业在核算时需归集的资料较
多。为确保政策及时有效落地，税务部门还从精准
辅导、精细协作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政策红
利直达快享。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
表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营造出激励
创新的良好税收环境，有利于优化科技创新的土
壤，厚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政策效应也将在中长
期得到更显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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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下多个“全球之最”

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带来的不仅是规模变化和数量增
减，更蕴含企业结构调整的深意。“推进中央企业重组整
合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对于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有着重要意义。”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说。

央企结构调整如何推进？“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其主线。

战略性重组全面提速——通过强强联合，不少央企集
团创下多个“世界第一”“全球之最”，助力加快培育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中船集团与中船重工重组，整合了行业优势资源，企
业经营效益大幅提升。重组后的新集团资产总额、营业收
入、净利润均居世界造船集团第一，企业市场地位更加稳
固、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在粮食安全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中化集团、中
国化工通过重组切实增强中央企业在种源、化工等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重组后的中国中化加快资源整合、强化技术
创新，其中农业种业板块整合已经完成，为实现农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集团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双双超
过万亿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

专业化整合有效推进——通过专业化整合，重复投资
和同质化竞争从根本上减少，产业集中度提高，新的央企
集团“横空出世”。

去年国家管网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收购三大石油公司
相关管道资产，打破中国油气干线管道主要由三大石油公
司实行上中下游业务一体化经营的传统格局，提升互联互
通水平，有效保障了油气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这项专业化
整合涉及 4家上市公司，横跨上海、香港、纽约、伦敦 4
地资本市场，创造了2020年全球规模最大交易、近5年全
球油气行业最大交易、全球迄今为止最大市场化私募股权
融资项目等多个“全球之最”。

今年4月，通过集中有关中央企业在卫星互联网领域
的优势力量，中国星网集团在雄安新区组建成立，对于加
快推动卫星互联网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月中国电气
装备集团成立后，也成为国内输配电领域规模最大、产业
最完整、综合能力最强的全电压、全系列交直流电气装备
制造企业。

实现“1+1>2”的目标

重组整合，企业收获了什么？
近年来，央企重组整合的成功案例不少。从“南北

车”、宝钢和武钢、中远和中海到中国铁塔公司，这些企
业的运营实践都表明，重组整合不是“一合了事”，而要加
快同类业务横向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纵向整合，并同步做
好管理、技术、市场资源等整合协同，实现“1+1>2”的

重组目标。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总的来看，央企重组

的成效非常明显。
——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促进相关

行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比如宝钢、武钢重组后发展高
端产品，高温合金、钛合金、碳材料等成为研发创新的新
重点，淘汰落后产能，告别污染排放，带动钢铁行业转型
升级。

——提升中央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国铁塔公司整
合成立后，三大电信运营商不再自行建设基站铁塔，新建
铁塔共享率从14%大幅提升到2020年的近90%，助力中国
建成全球最大移动宽带网络，同时节约大量行业投资和土
地等社会资源。

——切实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国际标准、行业
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远集团和中国
海运重组后，在综合运力、干散货船队运力、油轮船队运
力、杂货特种船队运力、集装箱码头吞吐量等方面实现了
多个世界第一，牵头成立新的航运联盟“海洋联盟”，在
全国航运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少央企原本就是“大块头”，如何通过重组整合解
决部分企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等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总监周丽莎认
为，从实践来看，央企重组整合有不同类型。有的侧重全
产业链的合作，重在增链、强链、补链；有的重在核心技
术、薄弱环节的整合，旨在强弱项、补短板；还有的企业
重组后体量更大，但核心在于做强做优做精，着重培养企
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新央企集团“呼之欲出”

进入“十四五”以来，央企结构调整仍保持较快步伐。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把落实《关于新时代推

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有关要求与实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结合起来，以市场化为原则，依法合规
积极稳妥地指导中央企业做好重组工作。

在战略性重组方面，聚焦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
新驱动发展、建设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根据产业发展需
要，按照“成熟一户、推进一户”的原则，稳步推进中央
企业重组整合，并在相关领域积极培育、适时组建新的中
央企业集团。

在专业化整合方面，以业务做强做精为目标，以
优势企业为主体，以相关领域行业体制改革为契机，
通过无偿划转、有偿收购、股份制合作等方式，大力推
进稀土、物流等领域专业化整合，通过资源优化配置
切实增强企业竞争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

目前，市场对国资委“点名”的稀土、物流板块关注
度颇高。在稀土方面，涉及的央企主要有中国五矿、中国
铝业等。多位专家表示，这一领域做大做强有利于进一步
提高中国稀土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在物流方面，涉及的
央企主要有中国诚通、中国铁物等。

但央企结构调整不是一味地“进”。
一方面，有选择地“进”。从保利集团重组中丝集团

到中国电科重组中国普天，国资委多次明确，要推动国有
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
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另一方面，有序地“退”。近年来，央企加大“两
非”（非主业、非优势） 和“两资”（低效资产、无效资
产） 清退力度，更加突出主业实业。此外在电力、石油、
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积极
推进混改，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其中。

“央企结构调整不是在所有产业的无边界扩大，而是
有进有退。既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又不断完
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发挥国有经济带动作用，
厚植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周丽莎说。

强强联合提速，新央企集团适时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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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国星网集团组建成立；5
月，“两化”重组而成的中国中化控股
有限公司揭牌；6月，中国电科重组中
国普天；8月，鞍钢重组本钢；9月，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成立——今年以来，
重大央企重组项目接二连三实施，央
企整合驶入快车道。

“十三五”时期，国有资本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稳步向前，先后完成12组
24家中央企业的重组，新组建和接收
5家企业，中央企业数量从“十二五”末
的106家调整到“十三五”末的两位数。

“十四五”开局之年，央企重组整合持
续推进，亮点频现。国务院国资委有
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
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并在相关领域积
极培育、适时组建新的中央企业集
团。可以预计，未来央企重组整合方
面仍有颇多看点。

本报北京电（记者徐佩玉） 中国人
民银行近日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通过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
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
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
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
减排贷款，以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
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并
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清洁能
源领域主要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利
用、生物质能源利用、抽水蓄能、氢能
利用、地热能利用、海洋能利用、热
泵、高效储能 （包括电化学储能）、智
能电网、大型风电光伏源网荷储一体化
项目、户用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跨地
区清洁电力输送系统、应急备用和调峰

电源等。节能环保领域主要包括工业领
域能效提升、新型电力系统改造等。碳
减排技术领域主要包括碳捕集、封存与
利用等。初期的碳减排重点领域范围突
出“小而精”，后续支持范围可根据行
业发展或政策需要进行调整。

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发放对象
暂定为全国性金融机构，人民银行通过

“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对金融机构
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的符
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按贷款本金的
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央行
表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推出将发挥政
策示范效应，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更充
分地认识绿色转型的重要意义，倡导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循环经济等理念，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今年6月，中国电科重组
中国普天后，中国普天整体并
入中国电科，成为其全资子公
司 。 图 为 观 众 在 北 京 开 幕 的
2021 中国国际信息通讯展览会
上的中国电科展区参观。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鞍钢重组本钢大会于今
年8月召开后，鞍钢集团本钢集
团有限公司于 10月 15日挂牌成
立。图为本钢冷轧厂内，吊车
在进行吊装钢卷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11月8日，在位于浙江
省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许里
村的柑橘种植基地，“红美
人”柑橘挂满枝头，果农们
忙着采摘、搬运、分拣柑
橘，将其销往上海、浙江、
江苏等地。

田双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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