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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制造业企业、 小微企
业痛点，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从
年初开始发力。 2019年第一天，
新个税法如期全面实施， 六项
专项附加扣除正式落地， 为纳
税人派发新年减税礼包。 此外，
小微企业减税新政、4月1日开
始实施的深化增值税改革举
措、5月1日开始实施的社保费
降率、7月1日开始实施的3000
亿元降费……涉及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等12个
税种，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等19个费种， 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逐一兑现，规模之大、惠及
范围之广、 优惠方式之多前所
未有。

业内预计全年减税降费的
总规模有望超过2.3万亿元。 专
家指出， 本轮减税降费既有普
惠性减税又有结构性减税，而
且导向精准，制造业企业、小微
企业获益最为明显。 真金白银
的优惠直接减轻了企业负担，
激发了市场活力， 助推了结构
调整和动能转换， 助力经济实
现稳中有进。

2019年以来， 降低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 尤其是小微企业
和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一直是

相关部门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相关重磅政策不断落地。

央行今年8月宣布改革完
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
成机制， 旨在以市场化改革的
方式进一步提高利率传导效
率，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
种效应在改革后的首月就有初
步体现。 央行数据显示，9月新
发放企业贷款利率较2018年高
点下降0.36个百分点。

降低企业融资担保费用等
也是政策发力方向。 今年年初，
国务院发文提出切实降低小微
企业和“三农”综合融资成本。
在多项政策助力下， 实体经济
综合融资成本下行。 银保监会
12月2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1至10月， 新发放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76%，比
2018年的平均水平下降0.64个
百分点。 其中工行、农行、中行、
建行、 交通银行五家大型银行
通过承担或减免信贷相关费用
等措施， 再降低小微企业其他
融资成本0.58个百分点。企业债
券发行利率也在下行。 央行数
据显示，9月企业债券加权平均
发行利率为3.33%，较2018年高
点下降1.26个百分点。

除了税费和融资成本之
外， 降成本还从多个方面综合
发力。用能成本方面，2019年国
家发改委先后组织实施了两批
降电价措施， 累计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846亿元，其中降低一般
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为810亿
元，全面完成了任务要求。

此外，2019年中小企业宽
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 移动
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
以上，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
列目标早在今年8月就已基本
完成。

降低制度性成本方面效果
也很显著。 今年以来，“放管服”
改革持续深入， 营商环境不断
改善，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外
商投资法两部重磅法律法规将
于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 世
界银行的最新排名中， 我国营
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
比去年提升15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2020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
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降低企
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有
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

记者了解到，岁末年初，多

个部门和多地政府对明年工作
进行部署时， 都将继续推进为
实体企业减负列为重点， 并且
此前已经就降成本的实际效果
和可拓展的空间展开过调研。
2020年，包括税费、贷款利率、
电价、网费、物流费用等在内都
将成为减负重点， 营商环境也
将进一步优化。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
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对
《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在关
注当前财政平衡问题的基础
上，2020年的减税降费政策应
更着重于提高减税降费的效果
和质量。 此外，根据我国落实税
收法定的要求，目前增值税法、
消费税法等已进入征求意见阶
段，加快了立法的进程，2020年
将通过落实税收法定来进一步
巩固及拓展减税降费的成效。

降低企业融资利率也将继
续成为2020年降成本的要点。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
锋近期在重点工作通报会上表
示， 将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信
贷服务覆盖面， 力争明年再增
加300万户以上；在降成本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 力争
银行业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成本

再降0.5个百分点。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

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展望
2020年，在政策方面，预计央行
会继续通过降准、定向降准、再
贷款、 再贴现等方式进一步降
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 与此同
时， 也会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
改革，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
“明年推动存量贷款转向LPR定
价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他
说， 金融机构也要通过金融科
技的方式进一步落实降成本的
要求， 数字普惠金融是未来的
发展方向之一。

“总体来说，今年以来的减
税降费给企业带来了明显积极
效应， 让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
的政策红利。 ”中国企业联合会
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在接受
《经济参考报》 记者采访时表
示， 预计2020年仍将采取有效
举措，继续围绕制度性成本、要
素成本和融资成本等几个维
度， 进一步加大降成本工作力
度，助力企业发展。 他指出，为
了让企业切实分享降成本红
利，必须要加强制度建设，打通
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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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新年， 民宿等形式的
网约短租房市场火爆。 由于可
以通过网络平台在线选房、电
子支付、密码解锁、拎包入住，
房东和房客甚至可以无需见
面， 网约短租房这种“共享住
宿”业态发展迅速。

此前记者曾调查发现，网
约短租房领域存在入住登记、
消防安全、 房源资质等方面问
题。 近日， 记者进行了追踪调
查，发现相关问题依然存在。

多地网约短租房平台仍
未落实入住人员身份核
验责任

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
2018年我国共享住宿交易规模
约165亿元，比上年增长37.5%，
房客数达到7945万人； 主要共
享住宿平台的国内房源数量约
350万个，比上年增长16.7%，覆
盖国内近500座城市。 入住人员
身份登记核验漏洞问题在该领

域一直存在。
近年来，浙江、广东、河北

等地陆续出台规范， 要求相关
网络平台核验入住旅客身份是
否属实。 部分网约短租房平台
也宣称与警方合作， 要在一些
城市通过人脸识别技术与智能
门锁，对入住者进行身份验证。
但记者调查发现， 相关漏洞仍
然存在。

记者曾于今年下半年两次
在网络平台“爱彼迎”预定北京
短租房， 缴费后房东仅向记者
索要了身份证照片。 直至第二
天退房， 没有任何人联系记者
进行身份核验。 12月初，记者登
录同一平台预定天津房间，网
上付款后， 只需向房东提供一
个身份证号， 即可直接凭密码
开锁入住。

日前， 记者登录小猪短租
平台向多名房主咨询未带身份
证是否可入住，有房主表示“说
一下身份证号就行”，还有房主

表示“可发身份证照片”或“不
需检查身份证”。 此后记者通过
该平台预订了一处北京朝阳区
房间， 从付款入住到退房均未
进行相关核验。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网约
短租房相关疏漏隐患不小。 今
年以来， 安徽警方清查各类网
约短租房506间，其中有涉黄涉
赌窝点9处，共抓获各类违法犯
罪嫌疑人40余人；在浙江、重庆
等地， 也曾有犯罪嫌疑人入住
网约短租房。

有网约短租房消防安全
存隐患、房源资质问题多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一些
网约短租房内并未配备灭火
器、 防烟口罩等消防设备，一
些地方还存在私拉电线等情
况，极易引发火灾。 在北京，记
者从小猪短租平台上预订房
间所在小区建成于1999年左
右。 楼内设施陈旧老化，楼道
灯光昏暗且堆放不少杂物。 记
者在该房内未发现消防应急
设备和疏散示意图。 今年8月，
盐城警方在排查中发现多间
网约短租房内没有任何消防
安全设施。

平台房源不合规情况也时
有发生，非短租房、隔断房等
情况在平台上均可见。 记者通
过“小猪短租”订房，发现网络
平台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 记
者在实地看到，该房在平台图
片中原本的客厅被隔断成2个
房间，从其中一间内还能看到
被隔出来的半个阳台，属被明
令禁止的隔断房。 看到记者对
房源安全表示担忧， 房东称

“有人来查就给你换房间，剩

下的事我们来处理。 ”
还有一位消费者告诉记

者，他于今年7月底在“小猪短
租” 订了上海一处短租房，但
其实这是一处按规定不得短租
的长租公寓。 他因此被当地警
方询问， 严重影响了旅游行程
和体验。

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到
2020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
易规模有望达到500亿元，共享
房源将超过600万套，房客人数
超过1亿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应特别注意
其中存在的治安、 消防和隐私
信息安全等方面风险。

专家：“压实”网络平台责
任是破解治理难题钥匙

专家表示， 当前相关领域
治理难点集中在监管依据、审
核标准、平台责任几个方面。

行业监管依据不足、 力度
不够。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
究中心主任薛军认为， 当前主
要依靠电子商务法对网约短租
房行业进行调整， 范围和力度
明显不够。 如对于平台上房源
类别的合规性监管， 就缺少住
建部门制定的统一、 权威的规
范。 而消防部门对网约短租房
也缺少严格监管审核的依据。

依《河北省租赁房屋治安
管理条例》 规定， 将网约房出
租给无有效身份证件人员的，
仅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罚款，力度显然不够。

平台审核不严， 部分房东
为牟利，纵容或从事违法违规
行为。 在天津、成都等地，房东
告诉记者入住时随便发个身份
证号应付网络平台登记即可。

对于核查责任， 一些房东表示
“不可能有人查的”。 在北京，
有房东称网约短租房行业大都
做“转租”赚钱，为了“走量”多
赚钱，其中还存在大量违规隔
断、 改建情况， 上传平台的照
片中有不少是假的。

平台对强化安全责任措施
或“甩锅”或落实不力。 小猪短
租官网显示， 房客都会通过国
家二代身份证验证系统进行
验证， 来确保房客的真实性。
记者采访了北京、天津、成都
等多地房东， 他们表示， 由于
并不与房客见面核验证件，无
法确定入住者身份。“爱彼迎”
平台近期在官网房东守则中增
加了要求境内外房客在入住前
自行前往当地公安部门进行登
记的内容。 专家认为， 如此规
定无异于“甩锅”。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
会专家邱宝昌认为，“压实”网
约短租房平台责任是提升治理
效果的关键。 他建议， 应提升
建规立制效率，填补当前除电
子商务法之外， 民宿等各类网
络短租房在消防安全、建筑结
构安全、 人身安全、 隐私信息
安全等方面的规范空白，建立
起公安部门、旅游部门等监管
机构权责清晰、协调监管的机
制。 明确平台经营者、 监管机
构、 平台商户几方责任， 特别
是要强化平台运营者应承担
的审核、检查责任。 另外，平台
还应切实通过加大技术改造投
入、 提供技术升级补贴等方
式， 完成在人脸识别密码锁、
身份证NFC开锁等功能方面升
级，保障平台房源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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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为实体降成本继续“全面发力”

这样的网约短租房你敢住吗？
治理难点有哪些？

2019年我国推出为实体企业减负的“组合拳”，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减税降费、降电价、降低融资成本、降低制度性成本等一揽子重磅举措持续释放红利，成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的重要推动力。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和地方已就降成本的实际效果和可拓展的空间展开调研，2020年实体降成本仍将全面发力，税费、电价、网费、融资利率将成为减负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