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防控物资、促企业稳岗，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推一批

支持性财税金融政策

在前期针对疫情防控已出台各方面措施的基础上，国务院决

定再推出一批支持保供的财税金融政策。

来自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月 5 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保供工作，确定支持疫情防控和相关行业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

自 1月 1 日起暂采取以下措施：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

大产能购置设备允许税前一次性扣除，全额退还这期间增值税增

量留抵税额；对运输防控重点物资和提供公共交通、生活服务、

邮政快递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相关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免收注册

费，加大对药品和疫苗研发的支持；免征民航企业缴纳的民航发

展基金。

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郭晓蓓此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

时表示，对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国家应助其减轻负担，共同发

力，战胜当前严重疫情的冲击。对基层防控、通信、电力、交通

运输等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相关的各条战线上

的相关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

“比如，对于处于初创型生物医药、科技研发类企业而言，

税收优惠政策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研发和固定资产的投入都很

大。当下，销售生物制品简易征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公益性

捐赠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适合当下大多数参与抗击疫情

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郭晓蓓说。



会议确定，用好专项再贷款政策，支持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

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包括小微企业，

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由财政再给予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款利

率低于 1.6%。

2 月 1 日，央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五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的通知》，明确将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强化对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的金融支持。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同日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间，央行将向主

要全国性银行和湖北等重点省区市的部分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总

计 3000 亿元人民币低成本专项再贷款资金。

会议还提到，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督促协调，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全力抓好重点

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鼓励地方采取缓缴社保费

等方式促进企业稳岗。

疫情突袭之下，诸多中小企业遭遇短期困难，中央和地方多

项有针对性的政策正在陆续落地。江苏、上海、北京、广东、山

东等地陆续推出一系列中小企业减负措施，涉及缓缴社会保险和

部分税款、减免房租、贷款适当展期等诸多方面。

比如，苏州率先推出了惠及中小企业“苏十条”，确保受疫

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融资成本降低，同时推出中

小企业减免房租税费、缓缴社会保险和部分税款等多项措施，执

行期限为三个月。



2 月 4 日，山东提出了包括降低企业担保费率、加强应急转

贷基金使用以及实施贷款风险补偿在内的 20 条中小企业支持政

策。此前，上海、北京也相继推出延长社会保险费征收期等政策，

并强调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和补贴。

日前，工信部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

业经营情况开展专项问卷调查。业内表示，相关调研旨在为相关

部门提供更多决策参考，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更多支持政策有望

落地，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有望精准发力，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会议强调，宏观政策支持要精准到位，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加

强监督，保证资金用在刀刃上，对借机骗取套取财政和信贷资金

的违法行为坚决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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