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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所得税优惠政策惠及小微企业 12.9万家
　　今年以来，北京市进一步
规范和优化涉企行政行为，不
断提升企业管理服务水平。降
本减负方面，推进组合式税收
优惠政策，落实中小企业增
值税减免政策，惠及纳税人
74.7 万户。落实所得税优惠
政策，惠及小微企业 12.9 万
家。
　　这是记者 6日从 2023 年
北京市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贯
会上了解到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

协调局二级巡视员朱璋出席会
议并介绍了 2023 年国家推动
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工
作成效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他
强调，要巩固近年来帮扶企业
专项行动的成果，及时总结经
验，进一步畅通渠道、完善机
制，确保帮扶取得实效。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
小企业处处长杨靖国表示，要
抓好减税降费、加大权益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供给、
改善融资环境，积极回应企业

的“急难愁盼”，提振市场信
心、激发企业活力，帮助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介绍
了 2023 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
务局介绍了北京市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实施情况。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介绍了北京市开展涉企
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工作情况。
北京市政务服务局介绍了北京
市规范涉企行政许可事项及其
中介服务事项工作成效。

　　据介绍，今年以来，北京
市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涉企行政
行为，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服务
水平，提振信心和预期，为激
发经营主体活力、稳定工业经
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落实出口退税稳外贸
政策，继续实行社保缓缴和扩
岗稳岗政策，优化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扣除比例从
75% 提高到了 100%，预缴申报
期从 10 月提前到 7月。1月
至 10 月，北京市新增减税降

费及退税缓费 779 亿元。开展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
北京市已检查收费主体 410 余
户，行政处罚 19 件，督促退
还各类费用超 6.23 亿元，惠
及企业 2.02 万户次。为减轻
企业投标担保成本，大力推广
应用电子保函。
　　北京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截至 9月底，北京地区辖
内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
8300 亿元，较年初增长 21%。

我国快递业持续稳健增长

　　突破 1200 亿件！ 12 月 4
日，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
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
国快递业务量首次超过 1200
亿件，再创历史新高。
　　进入“月均百亿”新阶段、
提前实现千亿件目标……今年
以来，我国快递业持续稳健增
长，不断迈上发展新台阶。立
足全球视野，高速增长的我国
快递市场还有哪些潜力？迈入

“千亿件”时代，快递业如何
从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前不久，在第五届中国
(杭州 )国际快递业大会上，
《全球快递发展报告 (2023
年 )》( 以下简称《报告》)
正式发布，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新形势下快递业发展的新机
遇。
　　看业务规模，2022 年全
球快递包裹业务总量约 1892

亿件，同比增长约 9.84%；全
球快递包裹收入约 4.1 万亿
元，同比增长约 12.18%。顺
应全球化和互联网经济发展态
势，全球快递包裹业务增速保
持良好，快递业与产业链上下
游互动更加频繁，为推动全球
经济加速复苏提供有力支撑。
　　看基础网络，一方面，以
万国邮联为纽带的邮政网络已
连接 192 个成员国和地区，全

球范围内邮政局所约 61.8 万
处。另一方面，以各快递企业
自建网络为基础，相对独立又
彼此关联的商业寄递网络快速
发展，亚太、欧洲、北美成为
全球枢纽布局的主要区域，新
兴市场网络布局的力度、网络
枢纽的密度均有所提升。
　　看市场格局，当前全球快
递包裹市场在区域分布上仍较
为集中，规模底盘由电商市场

更为发达、活跃的国家贡献。
受电商高速发展拉动影响，
亚太地区快递包裹业务发展迅
猛，2022 年业务量约 1381 亿
件，全球占比达 73%，业务收
入约 1.5 万亿元，全球占比为
36.4%。
　　我国快递包裹业务量自
2014 年起稳居世界第一，去
年快递包裹业务量超过 1100
亿件，业务收入破万亿元。

11月中国百强房企销售走弱 12月或有改善
　　中国楼市复苏动力仍显不
足，11 月百强房企销售有所
走弱，预计 12 月整体成交环
比有望止跌回升。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主管
陶淑茹 1日在一场月度房地产
形势分析会上表示，今年 1-11
月，销售额排名前 100 位的中
国房企销售总额为 57379.0 亿
元 (人民币，下同 )，同比下

降 14.7%，降幅相比上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销售额排名前
100 位的中国房企 11 月单月
销售额同比下降 29.2%，环比
下降 0.6%。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1-11
月，销售额超千亿元房企 16
家，较去年同期减少 3家，超
百亿元房企 108 家，较去年同
期减少 10 家。前 11 月中国房

地产企业销售业绩前三强分别
是保利发展、万科、中海地
产，销售额分别为3995亿元、
3430 亿元和 2870 亿元。华润
置地和招商蛇口分别位列第
四、第五。
　　另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
分析，11 月近六成百强房企
单月业绩环比降低，但也有一
些企业业绩表现相对突出。如

绿城中国、招商蛇口、建发房
产、绿地控股、中国铁建、越
秀地产、卓越集团等 11 月均
实现了单月业绩环比增长。值
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市场下滑
趋势下，央企、国企仍保持较
强韧性。
　　整体来看，当前楼市复苏
动能不足，企业销售端受制于
市场整体需求和购买力，表现

仍保持低迷。中指研究院表示，
12 月年末房企营销冲刺下，
销售或有所改善，但多数城市
市场仍有调整压力。克而瑞研
究中心指出，12 月恰逢房企
业绩冲刺季，供应有望持续回
升，不排除部分房企为冲刺业
绩而集中进行年末大促，考量
此影响，预计整体成交环比有
望止跌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