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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Z县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现状分析

1.1.1 Z县财政总收入情况

2022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50134万元，占预算44100万元

的113.68%，同口径增长16.21%。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22151万元，占调整预算21000万元的105.48%，同口径增长

10.43%。2022年全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43494万元，

占调整预算241471万元的100.84%，同比增长14.28%。2022年

县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062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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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同口径增长11.23%。2022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227322 万元，占调整预算227271 万元的100.02%，增长

14.94%，实现了收支平衡目标。

1.1.2减税降费具体成效

减税降费政策给税收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了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个税以及“六税两费”收入减少方面等各方面。

就 Z 县而言，当地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93.7 3 亿元，增长

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85 亿元，增长7.4%。项目建

设快速推进，104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09.5 亿元，70 个项目

税种 资源税
城市维护 
建设税

房产税 印花税
城镇土地使

用税
土地增   
值税

车辆购   
置税

耕地占   
用税

契税

2022年入库额

21年入库额

变化率(%)

5500 5684 1300 820 2610 13450 3300 5885 16890

20 5280 4500 1850 1460 2590 16340 4005 12465 15320

4.2 26.3 -29.7 -43.8 0.8 -17.7 -17.6 -52.8 10.3

表 1   税种增减情况（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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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年度投资任务，特医食品等37个项目建成投产投用，18个

前期项目开工建设。争资引资再创新高，落实招商到位资金

115.48亿元，争取专项资金10.3亿元。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余额89.96亿元、贷款余额42.96亿元，分别增长12.76%和

8.31%，县域经济保持了增长稳健、结构趋优、质量向好的态势。

1.1.3减税降费政策实践措施

坚持内外同步推进。对内利用线上资源学习不断提升人员

专业素养，同时推出百余条便民办税措施，实行“十税”合

并申报、主附税整合申报等制度，依法治税的成效突出；对

外通过线上平台开展面向纳税人和缴费人的全面、全程辅导服

务，并强化与政府各部门协同共治、数据共享，构建协税护

税的良性机制。

坚持线上线下互动。政府坚持广泛宣传减税降费政策，提

升惠民政策的“全覆盖”，借助文字、图片、视频等宣传产

品，在办税服务厅、政务大厅等场所播放，增强线下政策解

读的通俗性；在此基础上，结合对象实现精准互助，帮助各

类型企业用好、用活各项惠民政策。到目前为止，累计办理

网上申报缴款类业务 2100 笔、受理办税类事项 305 笔，申报

进度95.23%，网报率达到 97.72%，确保了业务的有序运转。

坚持全流程监督。一方面，Z县积极稳妥推进2021 年度纳

税信用评价工作，共完成5310户企业的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并

利用软件与人工结果比对，完成留抵退税企业划型初审终审工

作，累计办理 18 0 0 户；另一方面，Z 县税务部门通过风控、

法制、纪检监督及自我审查，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2   Z 县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问题分析

2.1政策制定方面

2.1.1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影响

经济环境改变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双重压力下，分税制制度

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由于中央政府管理范围和能力的拓宽，财

政收入迅速增加，而地方政府权力受限，两者平衡被打破。中

央与地方关系呈现出财政权力“倒金字塔”的现状，这迫使

地方政府加大征税范围和强度，而部分新兴企业的经济压力加

重，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减税降费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2.1.2政策整体性不足

近年来，我国在制定具体的减税政策时，大多由国家税务

总局颁发。但政策法律效力缺失较为严重，时效性不足，执

行过程缺少规范保障，加之政策形式多样化，政策体系庞杂，

增加了纳税人纳税成本，很可能因此放弃享受减税降费政策。

其次，地方性的财政收入与减税降费中的矛盾难以协调。一方

面由于政府职能日益完善，在秉持减负原则的同时，也要致力

于经济的增长，如此二者之间的矛盾凸显，导致政府工作动力

不足，政策落实情况也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一味地增长执

行力度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放缓，影响本县地方政府

的财政权力，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增长。

2.2政策执行方面

2.2.1可行性不足

就Z 县而言，其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当地拥有丰富的矿产

资源。Z县以生态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旅游业。但是由于资源相

对匮乏，人才稀缺等因素的制约，Z县的税源严重不足。此外，税

制文件中问题没有明确，制约了征管水平提高，且没能将智能化

管理体系完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纳税人无法及时地适应相关电

子设备和政策的迅速变化，因此相关政策地操作空间受到了限制。

2.2.2普及力度小

政策的宣传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其实施的效果，

根据“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满意度调查显示，Z 县企业对于减

税降费政策认为“效果不佳”和“未享受或不清楚该政策”

的企业比例达 1 0 % 以上。尽管国家对减税政策重视度不断提

高，加快了政策更新速度，但大多数政策具有明显限制标准，

同时没有获取足够的信息、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设备支持去

详细地把握这些减税政策。

2.2.3税收管理过程中的干预

据Z 县纳税人满意度调查显示，认为相关政策实施中效果

不佳或不了解该政策的企业至少达15％以上，其中部分企业认

为政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少部分认为政策的帮助作用

不明显。一方面，经济环境被大量信息充斥，由于相关人员对政

策变化不敏感，对政策理解不深刻，从而导致对政策宣传力度不

够，公民理解不到位，没有使其真正成为政策的受益方；另一方

面，税收管理过程中存在许多人为干预，严重影响了政策实行效

果，加之公民法治意识淡薄、相关内容和操作过程复杂等，都制

约了相关政策的落实。

2.3评估体系方面

2.3.1政策评估缺乏科学性

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由于相关领导对减税降费

的认识不够，存在“唯数字论”的不良现象，未能客观地分析政

策执行情况，更无法对症下药，以解决税收管理过程中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申报方式的多样性，数据收集面广、信息量庞杂，

部分信息还可能存在虚假、谎报的现象， 从而导致数据缺乏准确

性、真实性，从而影响了后期政策实施。

2.3.2政策评估缺乏准确性

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是政策执行评估的基础和前提。评估方式

的多元化有助于从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客观准确的评估政

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在当地政府的管理下，基层税务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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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政策的评价受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干扰，而执行评

估者与被评估者之间的关系难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

3  Z 县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建议

3.1政策制定方面

3.1.1加强税收创新

政府推出的优惠政策无法惠及一部分的小微企业，为此应

加强政策针对性，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应加大鼓励小微企业进行

创新的力度，给予更大的税前扣除范围，降低企业相关成本，激

发小微企业自主创新和研发的积极性，从而助力经济发展。

3.1.2优化税制结构

首先，要进一步地明确当地政府收费权限，实现收费法

定、公开合理，加大执法和监管的力度，严格执行税收制度，

发挥各部门联动，提高治理效益；

其次，要积极转变当地政府的职能，净化市场发展经济的

环境，加强政策落实过程全监督，进一步规范和保障实施路径；

最后，纳税人也应转变观念，做合格的参与者和监督者，敢

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积

极影响，为政策的持续实行奠定基础。

3.1.3增强政策针对性

内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对相关政策进行再细分是很有必要

的。一方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等多方应协手管理，

积极沟通，做到信息共享，从细节到整体更加全面的落实每一项

政策；另一方面，面向纳税人群体应借助互联网、新媒体平台，

多渠道多角度地宣传减费政策，增强政策实施地透明度，在公共

场所建立反馈机制和问题咨询平台，有利于纳税人更好的表达他

们的诉求，为政策地设定与改善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3.2政策执行方面

3.2.1加强政策宣传

税收相关政策出台后，相关部门还需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政策

的宣传和普及，以提高纳税人对政策的了解和关注程度，增加其

在实际中的实施可能性。例如充分利用视频号、微信、官方网站、

手机APP等“互联网+”平台，增加其出现频次、提升公众关注

度；同时，拓宽宣传范围和受众群体，创新运用人民群众更容易

接受和喜欢的形式，从而逐步加大宣传力度。此外，由于税收政

策表述的专业程度较强，以致纳税人无法准确地理解部分政策，

为进一步减少企业成本，相关部门可依据行业类别、规模大小、

生产周期等标准对政策做出进一步细分。

3.2.2化解政策矛盾

减税降费政策的实行对本地政府收入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

响：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部分支出无法削减，这就

导致政府被迫处于一种很窘迫的状态。为应对这一挑战，应制

定合理的财政收支预算，发展当地优势拓宽收入来源，挖掘和

培养高品质产业，吸引外资；节约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提高

资金的使用率，尽力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为政策的落实提供

保障。若忽视减税降费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原政

策正常实施，还增加了地方财政的风险。

3.2.3简化办税模式

办税模式直接影响着税收征管工作的水平，而在一定程度上

税收征管的水平也决定着整个税收管理系统水平。因此，提升征

管水平首先要搭乘科技发展的顺风车，学会利用各种智能平台和

手段，在筛选数据、前台服务等方面融合人工智能，为纳税人提

供更多的便利。其次仍要加强宣传税收政策、法律法规，增强公

民们的法制意识和知法守法的自觉性，有利于在维护自身合法利

益的同时，遵守市场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3.3政策评估方面

3.3.1多方法全面评估

对提出的政策进行进一步评估，能够有效的提高其可行性、

针对性，也能预见实践中更多的未知。一方面，要立足于更深层

次的税收制度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外部联系，而不仅仅只着

眼于数字的增减变化，以保证评估结果更加准确、可信；另一方

面，保障数据实时共享。税收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变

动方向、执行力度，所以应建立多部门联动，通过搭建信息共享

平台，为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提供有效信息。

3.3.2多渠道全面评估

为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就要逐步丰富评估的方法和手

段。拓宽评估思维和范围，设立更为系统专业的评估体系，综合

收集各类指标的变动情况；此外，要明确合作各方的职责所在，

取长补短，共同实现更加合理的政策评估。

3.3.3多层次全面评估

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做好配合，税务机关各级、各层次之间

也要加强沟通协作，明确各自的工作内容和权限，加强上级机关

对下级的业务指导，同时下级机关也应及时反映基层政策实行效

果，给予充足的数据支持。此外，各级职员都应熟悉系统操作，

夯实理论基础，实时了解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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