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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要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重庆市税务部门聚焦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着
力推进税收征管改革，扎实
落实退税减税降费政策，大
幅降低市场主体税费负担
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重庆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打造出

“税务样本”：
1 个前列：在国家税务

总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的 2022 年全国税务系统纳
税人缴费人满意度调查中，
位列全国第二。

1 个唯一：联合四川税
务部门等成立了全国唯一
一个跨省域税费征管服务
中心。

13个“全国复制推广”：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智能
辅助申报服务”被纳入自由
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
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跨省异地电子缴税”模式、
3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创新
措施及 8 项优化营商环境
涉税改革事项经验成果在
全国复制推广。

重庆税务聚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打造营商环境创新“税务样本”

重庆税务部门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坚持
创新，从减审批、简流程，强线上、优线下，联区
域、合部门等方面着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化
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持续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拓展市场主体发展空间。

2022 年 5 月 23 日，重庆普足仓储设施有限
公司财务人员蒋洁登录电子税务局，经过系统
的自动计算、识别、预填，她只需核对数据并确
认，不到 2分钟的时间便完成了近 400万元的增
值税增量留抵退税的申请。

“以前退税要去办税大厅，还要带上公
章、退税申请表、完税凭证复印件等一堆纸质
资料。现在不出门就能办，数据都是系统预
填，我只需要核对确认，方便太多了。”蒋洁
说。

近年来，重庆税务部门强力推进“放管服”
改革，按照税务总局部署，在简政放权上做“减
法”，税务行政审批事项从 2014年的 87项，减少

到了现在的1项。
在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尤其是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方面，市场主体更能明显感受到制度性
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

从审批到备案，再到备查，享受企业所得税
优惠的方式经历了两次变革。现在，纳税人只
需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即
可享受企业所得税的所有优惠政策。

企业开办的便利程度是反映营商环境的重
要指标。2022年 12月 23日，重庆市民陈慧敏在
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上注册了自己的新公司
——重庆晋勋梅商贸有限公司，勾选了“寄递”
服务。“第二天，营业执照、印章、税务密钥、发票
就寄到公司，我们就开始正常营业了，网上一站
搞定，太方便了！”陈慧敏说。

2022年，重庆市已经有 1.7万户新办市场主
体选择通过寄递方式领用税务UKey。

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促进市场要素自由流

动，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也推动了区域交流，
协调发展。

3.8亿全国流动人口，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
发展，越来越多企业跨省经营，而涉税服务也跟
随其后，跨省通办逐步铺开。2022年，重庆市电
子税务局“川渝通办”服务已经拓展到 52项，基
本涵盖所有高频跨省税费事项。跨省税务迁移
就是其中之一。通过电子税务局，四川泸州特
云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聂小莉在线
上一键就将企业注册地从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
区迁移至重庆市九龙坡区。

在重庆，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市场主体的
跨省迁移便利，市场退出的机制也同样简易。
重庆全面推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2022
年，4.3万户企业通过“一网通”平台功能以简易
方式办理了注销手续。

2022 年，重庆新增涉税市场主体 35.75 万
户，总体保持平稳增长。

重庆税务部门着眼于服务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紧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以
一流的营商环境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形成“近者悦、远者来”的
良好生态。

2022年 11月，重庆完成首例简易程序单边
预约定价安排谈签。“以往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
谈签时间，少则一两年，多则超过三年，并且企
业需要准备大量的资料。”重庆市税务局国际税
收管理处处长修伟介绍，2021年9月1日，《关于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适用简易程序有关事项的公
告》正式生效实施后，从递交申请到审批结束，
简易程序相比一般程序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和资
料准备，减少了企业申请的难度和成本。

“全市已有 5家外资企业签订了协议，有 7
家外资企业处于协商阶段。”修伟表示，税务部
门还通过落实利润再投资递延纳税、税收协定
待遇等相关国际税收优惠政策，为吸引外资和
加快外资企业发展提供动力。

“重庆金融科技企业发展的环境和前景都
很好，公司本来就打算加大投资。这次享受了
递延纳税相关税惠政策，更加坚定了我们扩大
重庆公司投资规模的信心。”重庆珩郁达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唐宁介绍，公司将 8亿元的现金
分红用于增资扩股，享受递延纳税金额 8000万
元。

重庆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
扎根发展。数据显示，2022年前 11个月，重庆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538.7亿元，与民营企业
进出口的合计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92.6%。

2022年，重庆外商投资企业中，申报享受税
收协定优惠待遇 713 户次，减免税额 13.31 亿
元；申报享受利润再投资递延纳税政策 17 户

次，扩大在华投资33.63亿元。
荣昌猪肉、丰都肉牛、三峡阳菊……越来越

多的重庆农特产品走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人
们的餐桌，重庆企业、“重庆造”产品走出国门的
速度越来越快。数据显示，2022年前 11个月，
重庆外贸出口总值为 4870.7 亿元，同比增长
5.2%。

重庆税务部门提供多元服务，为“走出去”
企业导航护航——建立“走出去”企业动态清
册，定期回访，协助企业解决跨国涉税难题；联
合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外
汇管理部等多部门，开展政策宣讲活动，有针对
性地帮助企业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企
业的投资目的地和行业，提供相应的国别投资
税收指南以及《“走出去”税收指引》；为不同企
业量身定制税收应对专题方案，提高企业跨境
投资税收风险应对能力……

“有了税务部门的‘护航’服务，我们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时，避免了很多风
险。”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常委、总会计师胡丹说。该公司在马来西亚、巴
基斯坦和科威特均设有项目部。

2022年，重庆市有“走出去”企业225户，设
立境外被投资企业 359户，投资分布在 68个国
家（地区），对外投资备案金额超100亿美元。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流的营商
环境。“税务部门将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重点工
程，着力推进。”重庆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黄
树民表示，重庆税务部门将持续做好促进市场
主体发展的“加减法”，落实落细减税降费等支
持政策，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加快智慧税务建
设，持续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重庆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贺艳 牟馨馨/文）

聚焦国际化
外资愿“进来”，渝企积极谋求“出海”

重庆税务部门将法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
核心内容，突出法治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为
市场主体营造更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环境。

2022年，重庆市税务局相继出台了《贯彻落
实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方案》《推行非强制性
执法方式试点工作方案》《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
施清单》《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
法》《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文件，
和重庆市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完善“检察+税
务”工作机制 强化公共利益保护的意见》，和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企业破
产处置协作机制的指导意见》，强化依法行政意
识、规范税务行政行为，加强部门协同，更好维
护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利益，从制度层面为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更有力保障和支撑，把优化营
商环境进一步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在力帆集团重整中，重庆税务部门厘清企
业纳税信用等级现状和纳税情况，帮助企业恢

复商誉、正常获得融资。2022年1月—9月，重整
后的力帆实现净利润 15228.64 万元，同比增长
206.81%。

苦炼内功的同时，重庆税务部门对涉税违
法行为“零容忍”。重庆市税务局联合税务总局
驻重庆特派办、市公安局、市检察院、重庆海关、
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外汇管理部，常态化打击
虚开骗税违法犯罪工作，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自 2021年 10月起，重庆依法查处涉嫌虚开骗税
企业上千户，认定虚开及接受虚开发票 9 万余
份，涉票金额超 80亿元，抓捕涉案人员 24人，成
功破获了“8·01”“4·02”“7·09”等一系列虚开骗
税团伙大案要案，有力规范了税收经济秩序。

按照税务总局要求，重庆税务部门随即印发
了《退税减税政策落实督察督办工作方案》，定期
下发全市税务系统退税减税重点任务清单，以制
度规范和有力的执行确保退税减税政策快落地、
稳落地。同时，制发了重庆市打击骗取留抵退税
工作方案，与公安、检察、海关、人行等七部门在既

有常态化打击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快速反应机
制，加大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行为的力度，确
保最大限度发挥留抵退税政策正效应。

2022 年，重庆税务稽查部门已立案检查存
在疑点的留抵退税企业145户，其中，已查实131
户涉嫌骗取或违规取得留抵退税企业，阻断 13
户不符合退税条件的退税申请，涉及追缴留抵
退税款及挽回各类税款损失 5.16 亿元；及时曝
光 27个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有力
震慑不法分子、维护税法权威，进一步营造公平
法治的税收环境。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同时，重庆市税务局
持续拓宽纳税人、缴费人的救济渠道——在市
税务局成立乔伟工作室，统筹全市税务系统186
名公职律师；在区县税务局已成立9个税费争议
调解中心，为纳税人、缴费人寻求涉税法律援助
提供更多渠道，全方位接受公众维权、投诉、咨
询，实现涉税矛盾争议“一揽子”调处，用法治的
力量更好地维护公众合法权益。

聚焦市场化
深化“放管服”，厚植市场主体成长“沃土”

聚焦法治化
公平“看得见”，维护稳定透明的市场秩序

图为南岸区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引导市民
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留抵退税等新的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 （郭睿 摄）

图为南岸区税务人员走进重庆中建郭家沱大桥
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了解经营情况，宣传辅导留
抵退税等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蒋宜非摄）

图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税务局组织青年到重
庆潘婆婆莼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帮助收
莼菜，宣传涉农税费优惠政策。 （郭睿 摄）

渝北区税务人员走访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宣传税费优惠政策。
（郭睿 摄）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到重庆隆鑫发动机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宣传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郭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