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3)2020,3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引言
税收是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

要，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规范形式。面对新冠肺炎我们
应该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筹集财政收入。税收乃是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国家筹集的税款可以用于新冠肺炎患者的治
疗、用于疫区产品的供给，以及医疗物资的供应。税收优惠
政策对企业和个人会产生正向激励效应，从而更快地摆脱疫情
造成的损失。

1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此次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突发性的，并非经济

发展规律中的周期性波动，具有偶然性和短期性，然而其所带
来的影响却比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内生性的、扰动性冲击都要严
重。疫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呈
现负增长，相关经济指标严重下滑。面对疫情的蔓延和难以控
制性，很多国家都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相当严厉的管控举措，这
给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下的商品生产、销售和资金运转都带来
了极其严重的影响。现阶段甚至未来的一定时期内，疫情都将
持续肆意蔓延，继续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甚至导致经济
停摆。当前，我国各行各业已进入全面复工复产时期，然而
企业的外贸业务必然遭受前所未有的寒冬，特别是对于那些重
心在境外的产业和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处境更加严峻。

2　应对新冠疫情所出台的财政优惠措施
2.1征收管理
税收征管工作在整个税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效的征

收管理工作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又合理地保护了纳税人
的合法权益。“非接触性办税”很好地解决了疫情期间税费办
理的问题。目前处于大数据时代，税收大数据能够精确地把握
纳税人的需求。特殊时期，纳税人可以拨打我们的12366 服务
热线，咨询相关问题；或者通过网上税务局、手机下载相关
App 等方式进行税费业务的办理。

2.2支持防护及捐赠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免征个人所得税范围包括符合政

府规定和标准的临时性奖金和工作补助、个人取得的单位发放
的应急防控物资。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在防疫物资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进
行捐赠。具体税收优惠政策：如通过武汉红十字会向疫区捐赠
防疫物资，无论是以企业还是个人名义捐赠的现金或物资税前
都可以全额扣除，或直接捐赠至疫区防治疫情医院的物资，也
可给予全额扣除；同时，用于防疫捐赠的货物免征增值税和消
费税，免征对应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地方教育费附
加税；增加捐赠免税进口范围。

2.3防疫物资供应
在防疫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我们应极大地支持防疫物

资的生产、运输，尽快地让防疫物资送到疫情严重的地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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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税务总局对于防疫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
业也有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这些企业购进生产防疫物资
的设备允许全额抵扣，另外还将2019年的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全额退还。企业运输防疫物资产生的增值税予以免征。疫情期
间从事“三项服务”（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居民
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的纳税人所得免征增值税。当保
障了防疫物资的生产、运输以及后续各种服务，才能将物资畅
通准时地送达到疫情严重的地方。

3　财政政策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思考
3.1提高预备费比例并加强管理

《预算法》明确，预备费的主要用途为应对和处理该年度
财政预算中的突发事件，如不可抗自然灾害等，所增加的财政
部分，以及另外一些难以预算的支出，其提取比例通常为本级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的 1%~3%。根据相关资料数据，2015 年至
今，我国中央的该项费用提取比例基本上刚突破 1%，为定量
的500 亿元，相对而言比例并不高。在突发性的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的防控和应对中，如非典、新冠疫情等，预备费就会显
得有些不足。因此，各级政府应结合自身财政实力，适当提
升预备费的提取比例，将其稳步提升至最高比例上限，若是可
能，也可将最高提取比例上限提高。

3.2建立应急财政政策体系
财政的优惠政策对于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企业具有减少其生产

成本、降低其生产负担的明显作用。然而，我国很少有专门
应对如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针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大
多都是在灾害发生后临时制定和出台，规范性、全面性、有
效性能有所欠缺。因此，为使各项优惠政策能够在重大突发事
件下发挥最佳的效用，切实发挥为企业减负的功能，应构建一
套完善的财政应急政策体系，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下，最有效率
地应对地方财政税收和支出等难题，最大限度地将损失降到最
低。该政策体系应当具有全面性、持续性和针对性，应包含
企业的税务申报、缴纳等，对于受损严重的，应针对性地加
大税收的优惠力度甚至明确免税、退税、补偿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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