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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中国企业成本和税费负担的大讨
论引起关注。一时间，“死亡税率”、“高税负逼
走制造业”、“税高费更甚”等观点喷涌而出。事
实究竟怎样？企业负担如何减轻？在开年首个国
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了态：“最近有
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
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
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专家表
示，破解制造业税费成本高难题，需要“认认真
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

板子不能全打“税”

来自财政部的资料显示，2008 年，中国将
企业所得税税率由 33%降为 25%，如果进行国
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中国增值税
的标准税率为 17%，在世界上 160 多个实施增
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这两大税
种，约占我国税收收入 60%，是最重要的两个
税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指出，与发达国家
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
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
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
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
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

对于业内出现的“死亡税率”说法，吉林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政认为，税率高低是相对的。
如果漏损率低，并与公共服务相匹配、与国家发

展阶段相匹配，即便税率高也可能是合理的。如
果漏损率高，并与公共服务不相匹配，即便是税
率低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单纯从税率高低无法判
断企业的负担。

负担顽疾在于“费”

导致企业税负压力大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制
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
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环
评、能评、清洁生产、土地等一系列审批成
本，是一大块。多位专家对企业税费成本调研的
结果，与李克强总理的结论不谋而合。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上市公司年报或企业自
行披露的费用来看，中国的各类‘费’非常多，
且不透明。这既包括明面上的费，也包括各类寻
租和灰色成本。‘费’没有法律来规定，其中不
规范的地方就更多。”他认为，而且由于费的征
收具有相对随意性，这就为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预
期带来不确定性，让投资环境中增加了不确定的
因素，不利于新投资的进入。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认为，这些非税的
负担不仅是指为获得资源、土地和融资而支付的
实际价格，也包括了政府向企业收取的名目繁多
的附加费。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
比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代价去获得土地和融资
等，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久而久之，这些都可能
动摇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

破题要内外兼“治”

对于税收，财政部回应，“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强化‘放水养鱼’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
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研究新
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财政部回应称，对于缴费多的问题，财政部还
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
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1 月 4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在本届
政府已取消 230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
事项基础上，再取消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
案核准、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53项许可，取消与
法律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
等有关的20项中介服务事项。

李政认为，认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
才能够切实为企业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具有竞争
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才能有效应对人力成本上升
的必然趋势，降低我国制造业企业总成本。

“税费改革一定要进行。但是从企业的自身
反应来看，这个过程相对慢一点。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要保持竞争力，
就应该主动出击，有所作
为。对于制造业来说，重
点还是树立品牌，通过科
技创新、管理创新，提高
自己的制造水平和回报
率。”周清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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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为30105.17亿美元，较11月底下降
410.81 亿美元。针对“外储逼近 3 万亿美
元关口”的担忧，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外
储下降既有应对美元升值、合理引导人民
币汇率预期等市场面因素，也有中国经济
双向开放程度加深、企业及居民用汇需求
增大等经济基本面原因，因此属于特定发
展阶段的正常现象，没必要草木皆兵。事
实上，当前外汇储备体量、贸易顺差规
模、货币政策基调等诸多条件都决定了正
常用汇需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

下降趋势明显减缓

对于外储规模变动的原因，国家外汇
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

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二是外汇储备投
资资产的价格波动；三是由于美元作为外
汇储备的计量货币，其它各种货币相对美
元的汇率变动可能导致外汇储备规模的变
化；四是外汇储备在支持“走出去”等方
面的资金运用记账时，会从外汇储备规模
内调整至规模外，反之亦然。

国泰君安的一份报告指出，2016年12
月外储变动基本符合市场预期，降幅也较
上月收窄了 279.76 亿美元。同时据测算，
由于 2016 年 12 月欧元、英镑、日元对美
元分别贬值1.2%、1.9%和3.5%，仅这些波
动就造成了 100多亿美元的外储损失。如
剔除这种估值效应，2016 年 12 月我国外
储降幅已明显缩小。

“从全年的情况看，央行稳定人民币
汇率是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最主要原
因。估值方面，非美元对美元总体贬值
和资产价格变化也对外汇储备规模造成
影响。总体而言，2016 年的全年降幅比
上年同期少降了 1928.12 亿美元。”国家
外汇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焕
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看待外汇
储备需要结合外汇购买力、本币国际化和
经济发展阶段综合判断，没有必要对实际
意义并不大的“整数关口”过度敏感甚至
草木皆兵。“比如，虽然外汇储备有所下
降，但更要看到其中的美元出现明显升
值，综合而言中国外储的购买力未必减少

太多。”张焕波说。

正常用汇保障充足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人士表示，市场
应该更关注外汇储备能否持续为市场提供
流动性、能否抵御外部风险冲击，而非一
个具体点位。目前来看，3万亿美元左右
的外汇储备是充裕的，处于合理稳定区
间。

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
济学家赵庆明看来，首先，外储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美元走强，而非资本外流；其
次，中国外债去杠杆进程已基本结束，不
会出现企业大量购汇还外债的情况；最
后，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接近全球的
30%，足以应对市场流动性需求和抵御外
来风险。

“从整体形势来看，中国贸易顺差维
持在经济总量的 3%左右还有望持续很长
一段时间，经济双向开放的格局也较为明
显，外资来华与中企‘走出去’规模总体
均衡，因此当前我们外储的体量和新增量
将足以满足企业和居民的正常用汇需
求。”张焕波分析。

除了贸易顺差，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
开放也有望增加外储。德意志银行的调研
显示，如果中国债券被纳入全球债券指
数，未来5年内会有7000亿美元至8000亿
美元的新增外资流入中国债市。而这，亦

将进一步支撑人民币汇率。

稳健政策精心护航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与金
融监管的不断完善也将有助于外汇储备更
好地服务民众。

在 2017 年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工 作 会 议
上，“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框架和基
础设施”、“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等内容被明确写进了 2017 年工作的主要
任务之中。专家指出，这些表述背后是十分
明显的“稳健”政策取向，这些都有利于稳
定并用好全国的外汇储备资源。

“一方面，官方外汇储备规模虽然有
所下降，却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转化成
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和居民的外汇资产，
这些转变显然有助于发挥外汇储备服务经
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功能。另一方面，中
国经济其实也已经发展到了不需要特别依
赖外汇储备的阶段，如今人民币在海外支
付、结算、储备等场合的使用已经越来越
多。”张焕波说。

此外，中国进一步扩大吸引外资的政策
也将从客观上推高外汇储备。商务部人士表
示，今后将通过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及相关政策法规，大幅度放宽服务业、制
造业、采矿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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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
费电子展上，参观者在一家中国企业
的展位上观看一个接受语音指令进行
各种舞蹈动作的机器人。

此次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充满
了中国元素，3800多家参展商中，超
过 1/3 来自中国。一批颇具竞争力的
中国创新产品在展会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1月7日，一名武汉市民在武汉关轮渡码头通过扫
码支付乘坐轮渡。

根据近日在 2016 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峰会上发
布的“互联网+指数”，武汉在“互联网+政务”排名中
排行第一、“互联网+便民服务”排名第四。依托移动
支付技术，武汉市民在缴纳水电燃气费、看病挂号、
衣食住行等方面正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熊 琦摄 （新华社发）

武汉加强智慧城市建设

据新华社上海1月8日电（记者吴宇） 上海市商务
委员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球 340 家跨
境零售企业中，已有180余家入驻上海，数量仅次于伦
敦和迪拜列全球城市第三。上海已成为全球商业开放
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目前，上海大街小巷星罗棋布的各类超市和连锁
零售商店已接近7200家，全市2400万常住人口，平均
近 3400 人就有一家，零售连锁业态发育程度全国领
先。上海还拥有15个市级商业中心、30多个地区级商
业中心以及67个特色商业街区，全市标准化菜市场达
960多个，社区微菜场超过1000家。

在全球跨境零售企业争相入驻的背后，是上海持
续增长的庞大的消费市场。数据显示，上海商业的开
放魅力不仅辐射全国，对国际商旅游客的吸引力也在
攀升，并有效引导部分境外消费回流。上海正在超越
香港、新加坡等老牌“购物天堂”，成为受人瞩目的新
的“国际消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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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邱海峰） 5日，商务部发布《居
民生活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 《规
划》） 提出，到 2020年，初步形成优质安全、便利实
惠、城乡协调、绿色环保的城乡居民生活服务体系，
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大众化、多元化、优质化的消费
需求。这也是我国首部居民生活服务业“五年规划”。

据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负责人介绍，
所谓居民生活服务业，主要包括餐饮、住宿、家政、
洗染、沐浴、美容美发、家电维修、人像摄影等行
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行业，对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促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据测算，中国居民生活服务业营业收入已超过5万
亿元。从整体上看，中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快速增
长、服务供给日益丰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服务质
量稳步提升，但同时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质量
不高、负担过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居民生活服务业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面落实相关规划纲要，商务部
制订了这一《规划》。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
点，《规划》 重点围绕提高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
提升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环境、规范供给秩序等方面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居民生活服务业“五年规划”发布
营业收入已超过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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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聂传清） 由
新浪旅游、优酷旅游联合主办的

“享耀全世界·旅行新势力盛典”
1月6日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内两大
旅游自媒体内容生产和消费平台，
双方发布“旅行新势力计划”，将
投入数亿元，为旅游内容生产者尤
其是旅游视频创作者赋能，提供从
内容生产到变现的全程支持，共同
推动旅游视频内容制造和传播升
级。

“旅行新势力计划”主要是从三
个层面助力旅游自媒体成长：第一
是个人品牌成长的扶植，对于有视
频创作能力的旅游自媒体，微博和
优酷将定向推送给旅游兴趣人群，

帮助其快速积累粉丝和知名度；第
二是流量和曝光的扶植，双方将在
各自平台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全
方位增加原创内容的曝光量，与此
同时，实现优酷视频在微博信息流
当中的卡片展示，提供更佳阅读体
验；第三是差旅成本的支持，双方
提供机票、酒店等差旅支持，分担
旅游自媒体拍摄成本。“旅行新势力
计划”还将引入内容联动电商的变
现机制。

双方的联手将加速优质旅游视
频内容的产出和传播，在丰富旅游
内容传播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促进
整个旅游生态的良性循环，推动旅
游视频社交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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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位于拉萨
城边的拉鲁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候鸟增多，斑头
雁、赤麻鸭、野鸭等数十
种候鸟在这里过冬。拉鲁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
拔3600多米，被誉为“拉
萨之肺”。图为拉鲁湿地
上的水鸟。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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