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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州发展报告》

内容概要

《中国苏州发展报告(2012)》设综合篇、经济篇、科技篇、农村篇、社会篇、区域篇等六大篇目，涉
及内容包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城
市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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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综合篇 关于苏州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苏州实践 苏州经济社会发展：2012年回
顾与2013年展望 经济篇 在机遇和挑战中创新引领金融发展 苏州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发达国家现代服务
业发展路径对苏州的借鉴研究 苏州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研究 苏州电子商务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后危机背
景下境外投资战略的研究与思考 关于构建苏州台资金融集聚区的思考和对策 “营改增”试点改革对
苏州企业、经济和财政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苏州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科技篇 苏州
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新形势下苏州乡镇科技工作现状及对策思考 苏州市2011年度地区创新
能力分析——以专利申请和授权为视角 苏州科技税收政策落实的实践与思考 苏州发展纳米技术及其
相关产业的战略思考 海外高层次人才在苏创业成长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以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引
进的人才为例 农村篇 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苏州“三化同步”发展的太仓实践与启
示 苏州木渎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 苏州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湖桥样本 苏州深化城乡一体化
改革研究 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对苏州的借鉴研究 苏州村庄环境整治的实践与思考 苏州城乡一
体化进程中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对策研究 社会篇 关于率先基本实现警务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 苏
州古城现代更新相关问题研究 苏州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完善老
年医疗保险体系的思考与对策 2012—2020年苏州学龄人口变化对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关于苏州方言保护
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区域篇 张家港市以建设“四个现代化”推进“第二个率先”的实践与思考 常熟市
构筑转型发展新优势推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 太仓市确保如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思考 昆
山市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两个率先”的实践与思考 吴江区加大集约集聚力度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与
思考 吴中区积极实践“绿色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相城区加快中心城区优化发展战略定位研究 姑苏区
在新起点上转型跨越的对策思考 苏州工业园区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实践与思考 苏州高新
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若干问题研究 附录 苏州市1998—2012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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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切实降低“营改增”企业税负，改进完善财政扶持政策，设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改革试点财政扶持资金 “营改增”虽然从总体上来看能够减轻企业税负，但是也不排除个别行业、个
别企业在短时期内出现税负上升的情况。从上海实施以来的情况看，交通运输业税负有所增加。全市
初步统计营业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交通运输业占至1143％，这个现象值得关注。根据测算，苏
州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后税负由原来的2.39％上升到3.27％，增加0.88个百分点，增长36.82％。其中
陆路运输税负增长36.55％，水路运输增长47.84％，航空运输增长60.67％，管道运输持平。考虑到“营
改增”实施后部分企业负担增加的实际问题，根据“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基本消除
重复征税”的税制改革原则，建议出台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设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财政
扶持资金”，专项用于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的财政补贴。这样的话，有利于帮助这些试点企
业在新老税制转换过程中实现平稳过渡，确保试点行业和企业税负基本不增加；有利于进一步调动试
点企业参与改革试点的积极性，促进试点企业抓住机遇、用好政策，整合业务资源、转变经营方式、
创新服务领域。 3.采取“超基准税负分类扶持”的财政扶持方案，鼓励试点企业进一步规范经营 上海
、北京采取的是“超实际税负据实扶持”的方式，由企业据实申报，经税务部门核准后，按照实际税
负增加情况进行补贴。此方案实行每个企业点对点的据实申报补贴，能够保证负担增加的企业得到相
应补贴；但是企业税负在短时期内难以衡量是否增加，而且税负增加的因素很多，比如企业自身经营
不善也会导致税负增加。同时，这种方案的审核计算工作量较大。建议采取“超基准税负分类扶持”
方案，核定行业基准税负、增负部分财政适当补助。此方案符合实际情况，比较有可操作性。其通过
行业基准税负这一标准来鼓励先进，促使企业调整经营结构，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符合“营改增”改
革完善增值税抵扣链的初衷。当然这一方案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存在财政补贴不公
平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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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苏州发展报告(2012)》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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