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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十三五”规划主
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一
大步。李克强总理在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
就。十组税收数据充分反映
了这一点。

五年新增减税降费合计超 7.6
万亿元 宏观税负逐年下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晒出 2020 年减
税降费成绩单，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
超过 2.6 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
1.7万亿元。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
“十三五”时期，五年新增减税降费
规模合计超过 7.6 万亿元。
　　“十三五”时期，党中央、国务
院精准实施经济逆周期调节，有序推
出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2016-2018
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简并和降
低增值税税率、提高个税减除费用标
准等。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2020 年又出台 7批 28 项税费优惠政
策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随
着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减税降费政
策落实落地，2016-2019 年，我国宏
观税负 (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
收入占 GDP 比重 )分别为 17.47%、
17.35%、17.01% 和 16.02%，2020 年
进一步降至 15.2%，比“十二五”末
2015年的18.13%降低近3个百分点。

支持创新减税累计超 2.5 万亿
元 培育壮大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主创新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迫切要
求和重要支撑，必须创造条件、营造
氛围，调动各方面创新积极性，让每
一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李克强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十三五”时期，我国创新型国家建
设成果丰硕。近年来，支持科技创新
的税收政策不断优化完善，税收鼓励
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有力促进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引导创新资源向
企业集聚，为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
用。
　　税收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
我国鼓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减免金额
年均增长 28.5%，五年累计减税 2.54
万亿元。税收优惠更多惠及制造业和

高技术服务业，制造业、信息传输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三大行业享受减税额合计占比近
九成。
　　从细分数据来看，全国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户数由 2015
年的 5.3 万户提升至 2019 年的 33.9
万户，五年间扩大了 5.4 倍；减免税
额由 726 亿元提升至 3552 亿元，2020
年达到 3600 亿元，年均增长 37.8%。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持续加大，有
效激发了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和创新活
力，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投入
经费从 2015 年的 1.42 万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44 万亿元，年均实现两
位数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
投入国。
　　“十三五”时期，包括税收优惠
在内的各项政策扶持力度的持续加
大，有力促进新经济新动能蓬勃发展，
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税收数
据显示，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快速成长，
2016-2020 年，税收年均增长 7.2%，
快于全国总体水平 3个百分点。增值
税发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
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
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
产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从 2017 年的
1.09 万亿元增加至 2020 年的 1.47 万
亿元，年均增长 10.8%。我国高技术
产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 21.3%，高于
全国总体水平 5.1 个百分点，其中高
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 28%，
高于全国总体水平 11.8 个百分点。

绿色税收体系不断完善 重点
税源企业综合能耗强度下降
6.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
绿色发展，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
“十三五”时期我国绿色发展的成效，
指出我国污染防治力度加大，资源能
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绿
色税收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税收数据看“十三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

“十三五”以来，聚焦落实新发展理
念，我国加快推进资源税和环境保护
税改革，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企
业清洁节能生产，并先后出台支持减
排税收减免、设备投资税收抵免等一
系列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投
入、主动绿色转型，推动绿色产业加
快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2016 年 7 月，资源税从价计征
改革全面推开，建立税收与资源价格
直接挂钩机制，更好发挥了税收调节
功能，促进了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
利用。“十三五”时期资源税收入共
7509 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
62.3%，其中 2020 年为 1755 亿元，
比 2015 年增加 720 亿元，年均增长
11.1%。特别是水资源税改革优化了
用水结构，有效抑制地下水超采。
2020 年，北京、河北等 10 个试点省
份取用地下水水量占总水量的比例为
33.5%，比改革前 2016 年的 41.5% 下
降 8个百分点；试点省份 2020 年超
采区地下水计税取水量较 2016 年下
降 19.3%；改革以来，试点省份超过
8000 户纳税人不再抽采地下水，转
用地表水或自来水，关停自备井超过
1.4 万余眼。
　　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建立了“多
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税
收调节机制，并对低标排放、集中治
理给予税收减免激励，有力促进生态
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自 2018 年开
征至 2020 年，环境保护税累计完成
631.5 亿元。2020 年，缴纳环保税的
纳税人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量较改革前 2017 年分别
下降 42.5%、28.7%；主要水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较改革前
2017 年分别下降 54.5%、35%。
　　税收数据显示，“十三五”时
期，全国落实包括环保设备在内的投
资抵免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金额从
2015 年的 23.3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
的 33.5 亿元，2020 年预计达到 35
亿元，年均增长 8.5%。该政策有效
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环保设备
的投入，2017 年以来全国企业购买
环保设备发票金额年均增长 14.6%。
支持减排税收优惠减税金额 2019 年

增长 7.2%，2020 年增长 6%，与此对
应，全国重点税源企业的综合能耗强
度 (每标准煤 /营业收入 )同比下降
6.6%，一增一降反映引导环保的税收
减免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逐步体现，有
效发挥了税收杠杆在控制污染物排放
方面的积极作用。

扶贫帮困的税收优惠年均增
长超 30% 助力决胜脱贫攻坚
成效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
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十三五”时
期，税务部门聚焦易地扶贫搬迁、贫
困人口就业、扶贫捐赠等脱贫攻坚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加大税收政
策支持力度，充分释放减税降费红利，
支持脱贫攻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金额
从 2015 年的 263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
的 742 亿元，2020 年达到 1022 亿元，
年均增长 30.6%，为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积极贡献税收力量。
　　在各项精准扶贫政策助力下，脱
贫攻坚成效显著，贫困地区经济加快
发展。从增值税发票数据看，2016-
2020 年，832 个已摘帽国家级贫困县
企业销售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年均
增速达 14.6%。其中，2016-2018 年
增速分别为 18.6%、11.7% 和 8.5%，
2019 年增速提升至 18.7%，2020 年
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仍保持
15.9% 的水平，比全国企业平均水平
高 9.9 个百分点，反映出已摘帽贫困
县企业发展态势良好。
　　税收数据显示，扶贫龙头企业
发展势头良好，2016 年以来，扶
贫龙头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年均增长
43.9%，户均实现利润额从 2015 年的
108万元扩大至 2020 年的 673万元；
企业销售利润率从 2015 年的 10.4%
提升至2020年的15.4%，其中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分别从 9.5%、3.3% 提升
至 9.9% 和 4.3%。从年盈利超千万元
的扶贫龙头企业数量看，2020 年户
数是 2015 年的 5.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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