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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评

□ 李凤双 管建涛 王 建

上亿户各类市场主体是我国经

济运行的“细胞”。受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

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企

业家座谈会上指出，市场主体是经济

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

生产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

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针对疫情影响，我国出台一系列

涉及财税、金融、外贸等方面的“真金

白银”政策措施，并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企业也加强自身“内功”修炼，经

济“细胞”的活力正不断汇聚。

组合政策 助企纾困

回忆起疫情严重之时的经营状

况，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的鲍文波至

今仍心有余悸。

他带领的黑龙江省润特科技有

限公司，连续多年快速发展，但今年

2月陷入困境，订单大幅下滑，不得

不停工停产。

“最困难之际，我们获得一笔

3000万元的低息贷款，帮助企业走

出困境。”鲍文波说，3月份又获得地

方政府担保的1000万元贷款，企业

全面加快复工复产。

从二季度开始，黑龙江省润特

科技有限公司扭转了下滑态势，上

半年营收和利润都达到了去年同期

水平。

减税降费政策延长到年底，所得

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中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

年3月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围绕保市场主体，从中央到地方推出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市场主体送来了

“及时雨”。

“增值税由3%降至1%，政策太

及时了，每个月为我们节省1.3万元。”

陈先生在广州荔湾区从事通信设备、

电子产品批发零售已有17年，受疫

情影响，店铺营业额大幅下滑，新出

台的税收优惠政策缓解了经营成本

上的压力。

浙江省实施“减税减费减租减

息减支共克时艰”行动，今年上半年，

共减轻企业成本负担2652亿元。近

期，浙江省有关部门针对企业的减

税降费获得感等组织了一次调查问

卷，结果显示，70%以上受访市场主

体认可政策出台，其中减税政策受

益最大。

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

是一家以外贸为主的民营企业，疫情

期间一度想关停海外工厂。天津市

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包括金融、稳岗

补贴等方面。

“一季度仅水电费一项就得到

100多万元补贴。”该公司财务总监

蔡梅说，企业获得了银行融资支持，

办理延贷、续贷等5700万元，又获得

低息贷款600万元。

上半年，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

限公司出口自行车65万辆、电动车

6万辆，生产经营已经恢复到去年同

期水平，海外工厂也获得新订单。

全国市场主体收到各种减税降

费的政策“红包”，纾解了企业困难。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5,045亿元。其中，今年出台的支

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

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8941亿元。

优化环境 激发活力

水美而鱼肥，土沃则稻香。优化

营商环境是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一环。

登记许可“网上办”、双向快递

“零见面”、现场申请“预约办”……疫

情发生以来，为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

门槛，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推出一系列便民服

务，为新增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创造

优质环境。

截至6月底，广东实有各类市场主

体1305.86万户，约占全国1/10，同比

增长10%。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新增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02.39万户。

7月8日，吉林省美罗国际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办事人员在办理企业

登记中，将全部材料提交到吉林省市

场主体“e窗通”系统。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审核人员仅用了20分钟，就

完成了证照发放。

这家公司办事人员说，疫情期

间，办事效率也一点不低，以前需要

跑很多部门，如今网上提交材料之

后，在开办窗口一次就都办完了。

当前，我国正加快推进“放管服”

改革，各地努力营造“有求必应、无事

不扰”的氛围。

“没想到在疫情特殊时期，我们

也能跨省办理营业执照。”今年5月

11日，上海美邑新材料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刘冰，成功在浙江省平湖长

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专窗，领到

了注册地址在上海市青浦区的营业

执照。

刘冰在平湖市做生意，为拓展

业务需要去上海办新的营业执照。

受疫情影响，这事一拖再拖，给产品

销售带来很大影响。平湖市市场

监管局了解情况后，主动联系上海

方面，促成了这单跨省办理的营业

执照。

延长申报缴税期限，拓展网上办

事范围，政务服务提速……疫情防控

期间，一些地区出台系列举措不断优

化企业服务。

黑龙江赛美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南瓜籽、葵花仁主要出口欧

美。公司董事长蔡学贵说，以往对出

口退税申报和收取外汇都有期限规

定，那时企业还有顾虑。现在按最新

政策，受疫情影响未能申报或收汇

的，都可以延期至收齐凭证或收汇之

后办理，减轻企业压力，今年上半年

企业出口额超过了去年同期。

面对疫情等带来的严峻挑战，各

地聚焦市场主体需求，加快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修炼内功 主动出击

江苏省徐州徐轮橡胶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产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轮胎

的企业。疫情期间，这家企业加大技

术投入，提升了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

能力，实现逆势增长。

“上半年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3.8%。”徐轮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忠生说，在相关政策支持下，企业

在加强技术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通

过投入新材料和智能设备，提升了产

品生产效率，日产值从900万元提升

到1100万元。

练好内功，用好政策，面对困难

挑战，各地企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不断增强抵抗市场风险的本领。

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万里润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赖氨酸项目生产车

间里，机器轰鸣。玉米经过净化、浸

泡等多道工序，通过淀粉车间、糖化

车间、发酵车间，最后变成赖氨酸硫

酸盐等产品，“身价”倍增。

但就在前段时间，因疫情影响，

设备生产厂家不能到现场调试，给这

家玉米深加工企业的赖氨酸项目投

产带来很大困难。

“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厂家电话沟

通后，自己调试，经过15天的摸爬滚

打，项目顺利投产。”宝清县万里润达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志富说，

5月3日，公司首批赖氨酸硫酸盐面

世，目前已稳定生产。

疫情给一些企业关上了“一扇

门”，又打开了“几扇窗”。疫情发生

后，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迅速研发智能移动测温车，投入防疫

一线，并研发出无人消杀车，满足高

频次的消毒需求。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在全

行业低迷的情况下，上半年产销量逆

势上扬。

抓住用好开拓线上经营窗口期，

一批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疫情期间，湖南盐津铺子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积极谋划产品新出路，大

力发展电商业务，启动“网红”直播带

货，线上销售额大幅增加。这家企业

还开发一系列新产品，满足消费者的

新需求。

“不加速创新，企业永远不能胜

出。”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学武说。

激 发 每 个 经 济“ 细 胞 ”活 力
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 曹筱凡

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世界经济增长

图景黯淡。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先降

后升、稳步复苏。受益于中国经济复苏

和消费反弹，不少外企在华销售业绩亮

眼，成为对冲其本国业务下滑的“正资

产”。从繁荣期的“聚宝盆”，到疫情下的

“避难所”，中国经济展现出的巨大韧性

和潜力，持续增强全球企业对中国市场

的信心。

美国运动休闲品牌斯凯奇二季度

销售总额同比下降42%，却在中国市场实

现11.5%的增长；受益于中国市场良好表

现，特斯拉公司尽管一度关停在美国的

工厂，却仍在二季度盈利 1.04 亿美元。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刊文称，中

国消费反弹帮助一些美国公司抵消了

其在美国国内销售严重下滑的损失，美

国一些知名品牌高管在最新财报季特

别提及，是中国帮助其度过了艰难的

3 个月。

在中国市场逆势上扬的表现也令

不少日本、欧洲企业得以在财报上勾出

振奋人心的一笔。丰田一季度在日本国

内销量减少三成，北美市场减少六成，凭

借中国市场销量14%的增长支撑着销售

总额；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在中国市场

实现了17.5%的增长，成为集团业绩表现

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彼得森国际

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认为，中国

在疫情暴发后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

施，是经济快速复苏并走在世界前列的

关键。

给力的“中国行情”，得益于中国政

府精准施策，为“中国引擎”充分赋能。

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直接惠企利民，

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六稳”“六保”稳住

经济基本盘，为提振内需保驾护航。二

季度以来市场消费逐月改善，汽车家电

等大宗商品销售回升；网上购物、直播带

货持续火热；疫情推动在线教育、远程问

诊等行业快速扩张，新技术、新平台、新

模式催生新业态，新的消费点不断孕育

壮大。

从新基建到新材料，从数字经济到

智能制造，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加速推

动新兴产业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拓展

新兴领域消费蓝海蓄积动能；同时将着

力构建更完整的内需体系，增强新消费

的乘数带动作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

究所主席吉姆·奥尼尔指出，中国深挖内

需潜力将为全球企业开拓新机遇，并再

次凸显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在世界经济

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给力的“中国行情”，还得益于中国

扩大开放的坚实步伐。面对依然严峻

的全球疫情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

国保持既有的开放节奏，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外商投资法》落地实施，《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一

系列开放举措不断拓宽中国与世界的

共赢面。美中贸委会最近对150余家企

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

放、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为外企在华生

产经营创造了便利，美国企业依然看好

中国市场。

稳定的经济复苏预期、持续优化的

营商环境、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

潜力形成合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企

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欧莱雅集团首席

执行官让·保罗·安巩日前表示：“没有什

么可以改变我们在中国继续深耕的信

心。”可以说，他的话道出了在华外企的

心声。

□ 本报记者 王 进

□ 何子蕊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著名

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绘了一个

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永恒和平

宁静之地——“香格里拉”。从此，稻

城亚丁这个“水蓝星球上的最后一片

净土”让人心驰神往。

从稻城亚丁机场驾车前行280余

公里，地处川滇藏接合部、有着大

香格里拉的“明珠”之称的甘孜州

巴塘县让人眼前一亮：蓝天白云下，

“高原江南”巴塘晴空万里、风光旖

旎，昔日石板和泥土堆砌而成的土

坯藏房早已被一排排砖混结构新藏

居所代替，一条条光纤、网络和电线

联通了千家万户，道路宽阔、游人往

来、产业兴旺，“生火取暖靠牛粪、晚

上出门靠月亮”的历史早已一去不

复返……

今年2月，四川省45个深度贫

困县之一的巴塘县成功“摘帽”，贫

困发生率下降至3%以下，全县61个

贫困村，2107户、9860位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成都双流区对口援建巴

塘工作队领队黄冕说，2012年，双

流“情定”巴塘，开启援藏历程。8年

来，4批援巴工作队256名队员带着

全区人民的真情厚爱与巴塘深情相

拥，投入资金3亿余元，精准实施住

房保障暖民、产业发展富民、教育帮

扶惠民等“五大行动”，藏汉携手，

“造血式”扶贫，高质量完成各类援

建项目261个，与巴塘人民一道，奏

响了一曲“弦子之乡”致富奔康的动

人乐章。

易地搬迁 搬出深山住新房

甲英乡平均海拔4600米，距巴

塘县城120余公里，长期以来，这里

的村民们守着一方贫瘠的土地，生活

条件十分艰苦。居民住的是土坯房，

夏不纳凉冬不保暖，既缺水又不通

电，“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就是这

里曾经的真实写照！

2015年，当双流对口援建工作组

来到甲英乡波戈西村，问起村民的需

求和希望时，村民们异口同声地说，

“要修路，最好是搬迁出去。”

2016年，双流出援建资金，当地

群众投劳，终于贯通了巴塘县城到波

戈西村的公路，结束了该村不通车的

历史，村里的老人第一次在村里见到

了汽车。

2017年，巴塘县借助国家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和成都双流区援建平

台，正式启动了甲英整体易地搬迁

项目。

据甲英乡乡长扎西次仁回忆，当

时易地搬迁新址选在了离巴塘县城

较近的夏邛镇，取名为“桃蹊甲英”，

搬迁共涉及普达、甲英、波戈西3个

行政村87户392人。

“搬迁项目2018年5月初动工兴

建，当年12月1日所有村民全部入住。

整个项目建成投运仅用了半年时间，

其间克服了资金少、搬迁选址难、

建设风险大、工期紧等诸多困难。”

扎西次仁对记者说，“入住那天，人们

欢聚一堂，拉着巴塘弦子，大家围成

圆圈边唱边跳，许多村民和双流援藏

队员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光伏发电 点亮脱贫奔康梦

炎热的8月，在巴塘地巫乡“桃

源地坞”坝伙村曲措家的屋顶，成都

高得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道忠正在

检测发电板。在高原强烈的光照

下，一幢幢独栋小楼整齐排开，家家

户户房顶上的光伏发电板闪着耀眼

的光芒，源源不断地把太阳能转换

成电能，通过国家电网输送到远方。

说起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扶贫电

站，地巫乡“桃源地坞”的搬迁群众个

个满脸欣喜。过去，3个村119户人

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能从贫瘠的大山

深处搬到县城边上。现在，他们更没

有想到，在屋顶上安上一个小板子，

每年就能分到近1000块钱。

“住进小洋楼，躺着就能挣钱，

这么好的日子，我们特别要感谢来

自双流的亲人们。”“桃源地坞”新村

第一书记勇勇动情地说。

藏 汉 携 手“ 弦 子 之 乡 ”奏 响 小 康 乐 章
四川成都双流区对口援建巴塘8年来，投入资金3亿余元，精准实施住房保障暖民、

产业发展富民、教育帮扶惠民等“五大行动”，高质量完成各类援建项目261个

“中国行情”
为外企注入强心剂

地巫易地搬迁点全貌 (双流区对口援建巴塘县指挥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