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2013年 7月 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2013年 8
月1日起，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
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增值税；对营业税纳

税人中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

免征收营业税。政策出台后，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各税务

部门也在做宣传，这对小微企业无疑是巨大的福音。

那么，该新政实施半年多来，地税部门为小微企业享

受到新政所带来的实惠都做了哪些工作？执行中实施了

哪些程序？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做法与政策是否存在偏差。

为了解相关情况，本文选择了在河南经济发展中处于中

等水平的城市——濮阳市作为代表，带着这些问题，采用

电话访问、实地调研等调查方法对濮阳市地税局进行了

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该市地税局政策宣传工作、信

息资料收集工作及为客户服务工作等都做得比较好，但

在理解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偏差，比如对小微企业的认

定和对免征营业税的范围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

新政的全面贯彻落实。下面针对濮阳市地税局在优惠政

策实施前三个月中的具体做法进行分析。

一、落实小微企业免征营业税政策的前期工作

1. 做好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对企业的宣传及资格认

定工作。一是注重人员培训。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

习财税［2013］52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及河南省地方税务

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营业税有关减免税管理问

题的政策规定，深入理解此项惠民政策的目的及意义，进

一步明确认定条件、审批程序及纳税人需报送的备案资

料。二是全面摸底做好资格认定。严格按照小微企业划型

标准有关规定，深入企业摸底调查，审查企业年度应纳所

得税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等情况，并安排专人受理小

微企业税收优惠审批，准确认定小型微利企业资格，做好

备案登记工作。对符合小微标准的企业，做好纳税人划型

代码的修改和完善工作，并及时做出标识，为小微企业纳

税申报做好相关基础工作。三是通过在办税服务厅电子

显示屏、公告栏、税企QQ群等渠道大力宣传小微企业税

收优惠政策，让纳税人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最新出台的

税收扶持优惠政策。四是点对点提醒。针对小微企业办税

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对于符合条件的小

微企业发送提醒短信或打电话等方式提醒，提供 12 366
人工解答，使其充分了解并享受免税新政。

2. 加强调查研究。一是以税务所为主体，税收管理员

上门入户开展小微企业税源状况的调查摸底和分析测

算，准确掌握企业的规模、资产和经营情况，及时建立相

关台账，为该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打牢基础。二是

结合税源调查、下户走访、召开税企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小

微企业税收调研，分类建立小微企业征管台账，监控企业

资产总额、职工人数、应纳税所得额等情况，及时掌握更

新征管资料，确保最新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三是对发

票管理、办税程序、征管软件等衔接工作开展调研，收集

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确保新政有效落实。

3. 加强跟踪管理。要严格把握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对

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纳税人，凡属于小微企业的一定

落实免征营业税的政策，凡不属于小微企业的坚决依法

征税。同时对经过核实月营业额超过2万元以上的小微企

业，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征收税款。

4. 优化纳税服务。一是为满足条件的纳税人详细讲

解政策，开展纳税辅导，协助其做好纳税申报，确保免税

不免服务。二是简化税收优惠办理流程，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纳税人，不需另行办理免税审批或备案申请，在按照

正常程序进行当月申报后，统一由全省税收大集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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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予以自动减免，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三是针对

小微企业财务人员税收业务水平不高、独立申报能力较

差的情况，在办税服务厅普遍设立纳税服务咨询辅导窗

口，对纳税人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政策辅导，手把手指

导企业办税人员如实、正确填制申报表。

二、小微企业免征营业税的程序

1. 贯彻执行文件规定。《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

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

［2013］5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

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 49
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按月或按季享受税收优惠。经认定的

小微企业，按月或按季进行纳税申报。无论实行查账征收

还是核定征收，当月营业额不超过 2万元（含 2万元）、季

度营业额不超过 6万元（含 6万元）的，暂免征收营业税；

超过 2万元或 6万元的，全额计算缴纳营业税。对从事兼

营、混合销售的纳税人，只对其缴纳营业税的营业额适用

财税［2013］52号文件规定，不与增值税收入合并计算。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营业税

有关减免税管理问题的公告》规定，对符合财税［2013］52
号文规定的小微企业免征营业税实行备案管理。

2. 简化减免程序。为保证小微企业及时享受到该项

优惠政策，市地税局及时调整了营业税申报征收系统，小

微企业在进行营业税纳税申报时，企业会计填写申报表，

到征收大厅窗口进行纳税申报，微利企业征收系统自动

生成，达不到2万元的征收系统自动免税。

三、符合免税新政的小微企业的征管情况

1. 符合免税新政的小微企业数量及税收减免金额。

截至2013年10月31日，濮阳市地税机关登记直管企业总

户数 5 564户，其中，认定小微企业 4 103户，符合免税新

政的小微企业3 120户。其中缴纳营业税的且符合免征条

件的小微企业 1 103户，占企业总数的 19.82%，主要分布

在服务业和餐饮业等行业，都是按月申报；经测算，实施

该政策，导致全市地税年收入减少约289.15万元。

2. 符合条件的不同行业所享受新政的额度。通过对

符合条件的不同行业所享受新政优惠额度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饮食、服务业受益最大，设备安装行业次之，制造

业基本享受不到。如该市某中介公司10月份营业收入4 400
元，享受免征营业税220元；某餐馆9月收入15 000元，享

受到免征营业税 750元；某建筑设备安装公司 10月份收

入6 000元，免征营业税180元。

四、免税新政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1. 免税新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税务人员对政

策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我们调查发现，

濮阳市地税局认定小微企业的标准和国家政策不一致，

因为国家免税新政里所提到的小微企业不受原来出台的

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标准的限制。

另外，执行中存在免征范围方面的出入。免征新政中

免征营业税的范围是“对营业税纳税人中月营业额不超

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营业税”。这里

免征范围包括所有营业税纳税人的企业或非企业单位，

而该地税局的做法是，先认定小微企业资格，在此基础上

对符合月营业额不超过两万元的，自动免征。

2. 进一步完善免税新政的建议。

第一，税务机关应深刻领会政策精神，掌握政策要到

位。执行者对政策要正确理解，只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

才能做出正确的实施方案和执行措施，也才能使真正需

要得到扶助的企业得到实惠。

第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免税政策操作办法。小微企

业按月申报，按月免税，容易为纳税人故意调整月度申报

额留下空间，造成税收人为调整，导致税款流失。笔者建

议实行“按月申报、年度结算”的方法，税务机关可以有效

监控，加强后续管理。

第三，进一步扩大免税范围。有部分小微企业表示免

征收入额偏低，政策的力度不够大，受益面不够广，希望

进一步提高免征标准，扩大免征范围。此次减税的小微企

业定在“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范围，对于制造业企业

来说，基本上没有符合减税条件的，为此，未来有必要进

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力度支持，比如可以对企业

实行差别化对待，按行业、企业规模不同，分类规定税率，

进而让小微企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综上所述，免税新政能为小微企业带来直接实惠，有

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直接促进就业、经济增长和转型升

级。本文通过对河南濮阳市执行免税新政前三个月的情

况调查加以总结，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建议，以达

到完善小微企业免税新政之目的。

本文认为，作为一项政策能否贯彻执行，关键在于执

行者在前期是否能够正确解读政策，是否深入企业实地

调研，是否在实施中切实帮助企业。前期准备工作做得比

较到位，后期的实施就相对容易。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工

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业务水平直接关系到执行力度和小

微企业受益程度。在三个月的实施过程中，20%小微企业

能够受益（主要是中介公司、文具店、小餐馆等），80%的小

微企业基本享受不到此项政策的优惠（特别是制造企

业）。这些问题有待相关部门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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