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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县税务局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一、减税降费总体情况

自减税降费工作开展以来，同仁县税务局严格贯彻落实各项

减税降费相关政策,着手“四个到位”，早部署、早谋划、早发力，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县局党委全面、深入、及时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减税降费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李克强总理、

韩正副总理有关减税降费指示要求及税务总局各项工作部署，提

高政治站位、立足大局，深刻认识减税降费工作的重要性，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减税降费监督检查作为今年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点工作任务。

县局把实施减税降费作为今年税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总

局统一部署，及时召开落实减税降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第一

时间成立“一把手”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

人为成员的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高效运转的工作

落实机制。确定减税降费工作时间表、路线图，制定减税降费任

务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对标对表推进各项减税

降费工作。

县局还不定期召开减税降费专题会议，统筹部署工作任务，

研究审议各项工作方案，及时讨论下发重点任务清单，明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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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积极配合财政部门开展数据测算，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及县

纪委领导汇报，确保减税降费工作取得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截止 10 月底，我局共减免各项税费 3586 万元。其中：税收

减免 3455 万元（减免增值税 2663 万元，企业所得税 505 万元，

资源税 18 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147 万元，契税 104 万元，房产

税 8 万元，印花税 4 万元，环境保护税 6 万元）。主要减税项目如

下：

（一）2019 年新出台的减税政策执行情况

2019 年前三季度，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共计 7964 户次，减免

金额 847 万元。其中，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404 万元；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 178 万元；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 265 万元。

2019 年前三季度，2018 年到期后在 2019 年延续的减税政策

政策共计减税 21 万元。

2019 年前三季度，2018 年减税政策在 2019 年的翘尾减税共

计减免 1666 万元。其中调整增值税税率减免 65 万元；调整个人

所得税减除费用和税率减免 1480 万元；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减免 118 万元；提高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比例政策减免 2

万元；其他减税政策减免 1 万元。

（二）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减免情况

2019 年新出台的降费政策一项共减免 61 万元，主要为降低企

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政策减免。

2018年到期后在2019年延续的降费政策一项共减免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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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持续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减免。

（三）其他减免项目执行情况

个人所得税累计预扣法目前暂时体现的减税共计 152 万元。

二、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以减税降费政策对纳税人的惠及面为视角，我县增值税纳税

人和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惠及面分别达到 98% 和 13%左右；省政府

出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部分地方税费按 50%减征的政策涉及

到所有的小规模纳税人，惠及面达 100%。

综合所有减税降费政策，全县 100%纳税人都享受优惠政策，

但减税幅度有大有小。增值税降率政策，将使煤炭、电力、批发

零售、建材、服装、通用设备、电气设备等行业企业税负下降 18%

左右；建筑业、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不动产租赁、转让

土地使用权等行业企业税负约下降 10%左右，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减

轻起到了一定作用。企业是增值税起征点提高的直接受益者，小

微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突出了普惠性实质减税，申报即享受，一

定程度上在享受减税政策的同时方便企业申报。

同仁县经济总量小，税源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商业和金融业，

税源稳定但规模有限，因此，从减免税户数的分布看，最大的受

益者是工薪阶层；从效应看，85%的工薪阶层成为零纳税人；从行

业分布看，主要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和住宿餐饮业，但不集中，减税额超过百万元的仅有

批发和零售业一个行业；从经济性质看，受益最大的是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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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人。

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走访调研，特别是要加大对

减税行业收入变化情况的分析研判力度，及时向上级部门和当地

政府汇报情况，并对实施政策情况进行跟进，扩大“问需”范围，

有针对性的开展政策效应跟进。进一步加强日常税收分析监控，

密切关注重点行业收入走势，及时掌握税源变化情况，提高收入

预测和形势预判的准确性，及早动手，算准、算清总收入和财政

口径地方级预算收入总账，适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确保税收

平稳增长。积极收集发改、财政等部门涉税信息，密切关注在建

项目拨款、结算等信息，使建筑业税收“颗粒归仓”。动态跟踪近

期建筑企业及重点税源行业运行情况，采取切实可行征管手段，

综合把控收入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找准发力点，把企业欠税风

险降到最低，确保税收资金及时足额入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