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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行停止“靠档计息”倒计时 部分银行正推进存量产品处置
成品油零售限价“三连涨”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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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本报记者 包兴安

12月1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公告》（下称《公告》），明确了集成
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政
策。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公告》明确，国家鼓励的集成电
路线宽小于28纳米(含)，且经营期在
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
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
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65
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
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
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
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
业所得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

小于130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0年以
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
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
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告》规定，对于按照集成电路
生产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
期自获利年度起计算；对于按照集成
电路生产项目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
优惠期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
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计算，集成电路
生产项目需单独进行会计核算、计算
所得，并合理分摊期间费用。

《公告》明确，国家鼓励的线宽小
于130纳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属于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清单年度之前5个纳税年度发生的尚
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
转，总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10年。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
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自
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
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
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
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告》表示，符合原有政策条件
且在2019年(含)之前已经进入优惠期
的企业或项目，2020年(含)起可按原有
政策规定继续享受至期满为止，如也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至第四条规定，可
按本公告规定享受相关优惠，其中定
期减免税优惠，可按本公告规定计算
优惠期，并就剩余期限享受优惠至期
满为止。符合原有政策条件，2019年
(含)之前尚未进入优惠期的企业或项

目，2020年(含)起不再执行原有政策。
《公告》规定，集成电路企业或项

目、软件企业按照本公告规定同时符
合多项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条件的，
由企业选择其中一项政策享受相关
优惠。其中，已经进入优惠期的，可
由企业在剩余期限内选择其中一项
政策享受相关优惠。

公告所称原有政策包括：《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
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
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
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6〕49号)、《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
化部关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有关企
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8〕2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68号)、《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关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
企业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适用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0年第29号)。

《公告》还表示，财税〔2012〕27号
第二条中“经认定后，减按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和第四条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
税优惠的，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同时停止执行。

四部委：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最高免十年所得税

袁 元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步入
“而立之年”。在这个中国资本市
场的高光时刻，我们欣喜地看到，
经历了30年的风吹雨打，中国的上
市公司营收不仅仅撑起了国内
GDP的半边天，也成为支撑中国经
济发展的“顶梁柱”。

12月15日，证监会副主席阎庆
民表示，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相伴成长、
互相成就，实现了数量与质量的双
飞跃。“十三五”以来，上市公司数量
连续跨越3000、4000两个量级，目前
上市公司数量已超4100家，上市公
司总市值近80万亿元。不光如此，
随着注册制改革深入推进，资本市
场包容性不断提升，上市公司中既
有市值上万亿元的行业巨头，也有

“小而精”的细分市场冠军；既有钢
铁、纺织等传统制造行业翘楚，也有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
产业弄潮儿。目前，上市公司涵盖
了国民经济90个行业大类，总营业
收入占全国GDP的将近一半，实体
企业利润总额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的五成，吸纳员工总数近2500
万人，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基本盘”

“顶梁柱”的地位日益巩固。
30年前，沪市上市公司从“老八

股”起步，到2009年，沪深两市的上
市公司数量达到1659家；2016年，沪
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数量跨过3000家

关口，达到3018家；2020年，随着创
业板改革并试行注册制的稳步推
进，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一举
突破4000家大关，目前已超4100家。

30年来，高速增长的不仅仅是
上市公司的数量，上市公司的质量
也在稳步提升。如果说，在中国资
本市场起步发展的前20年里，奔赴
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行业多属于
传统制造业的话。那么，随着中国
经济的转型升级，随着中国制造从
中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的衍化，
上市公司的行业覆盖面不断扩展，
科技类、创新类企业也纷纷加入到
上市公司的行列之中。

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正式
开板，让众多埋头于科技创新的中
小科技企业找到了资本“娘家”。
得益于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资本市
场的鼎力支持，国内科技企业的科
技创新热情飙涨，奔赴科创板上市
的科技企业呈现出“暴增”之势。
2020年12月7日，在科创板开板一
年半之后，随着新致软件的上市，
科创板迎来了第200家上市企业。
在这20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等行业聚集效应
明显，科创板对龙头科技企业的吸
引力正在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
在中国资本市场进入“而立之年”
时，上市公司的科技含量越来越
高，“科技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国内
上市公司发展日新月异的主题词。

历数3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风
风雨雨，相信中国资本市场的明天会
更好，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会更好。

上市公司结构优化
营收撑起GDP半边天

本报记者 谢若琳

12月18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2020中
国教育资本论坛”在京召开。中公教育集团CEO
王振东、瑞思教育董事长兼CEO王励弘、新东方
教育科技集团助理副总裁兼企业发展与战略规
划部总经理柴明一等行业龙头代表将参会并发
表演讲。此外，掌门教育、豌豆思维、火花思维、
网易有道、VIPKID、英孚教育、拉勾、翼欧教育等
百余家企业代表参会，共同带来一场行业与资本
碰撞的饕餮盛宴。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社会经
济造成巨大冲击，教育行业亦深受影响。1月27
日，教育部发布延期开学通知，同时号召“停课不
停学”。 一方面，线下教育纷纷停摆，在转型过
程中马太效应凸显，行业完成了新一轮洗牌；另
一方面，在线教育优势凸显，许多线下教育机构
也借势转至线上，并推出了大量免费在线课程，
在线教育发展大大提速。

本次论坛以“破浪 融合”为主题，设有“融合
——线上线下融合趋势”、“破浪——教育行业
未来之路”、“赋能——机构逐鹿万亿市场”三场
圆桌对话，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分析师与企业代
表，就“教育行业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线上教
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变革趋势下教育行
业驶向何方”等问题展开精彩对话。

此外，会议现场，《证券日报》社与海通证券
联合发布“2020中国教育行业研究报告”，深度解
读教育行业现状及未来。

2020中国教育资本论坛
今日举行

多险企违规营销被罚
直播、朋友圈卖保险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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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十三五”以来，中国移动通信
产业获得巨大发展。在“新基建”政
策的机遇下，当前全国已建设开通
5G基站超过70万个，5G用户不断
增加，累计5G终端连接数超1.8亿。
在5G产业快速发展的浪潮中，资本
市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与其形成联动。业内较多人士认
为，5G应用新一轮景气周期可期，促
进新业态模式加速形成，切实助力
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5G建设按下“快进键”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确定了12项“优
先行动”，其中，“新一代信息网络技
术超前部署行动”被列为12项“优先
行动”之首，目标是到2018年，开展
5G网络技术研发和测试工作，互联
网协议第6版(IPv6)大规模部署和商
用；到2020年，5G完成技术研发测试
并商用部署，互联网全面演进升级至
IPv6，未来网络架构和关键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

据了解，“十三五”确定的通信业
主要目标任务如期完成。2019年6
月份，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
用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距今已经一年有余。此外，作为新基
建投资细分领域之一，IPv6网络改造
已经延伸至互联网电视领域。

工信部最新信息显示，5G独立
组网初步实现规模商用，网络覆盖全
国地级以上城市及重点县市。截至
今年10月份，已累计开通5G基站超
过70万个，5G终端连接数已超过1.8

亿。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透露，中国
已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占全球比
重近七成。

“5G商用的兴起，能够充分加速
社会各行各业与计算机通讯科技的
深度全面融合，并且催生出全新的产
业和就业机会。”川财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12月15日，中国信通院发布《中
国5G发展和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
（2020年）》指出，商用一年来我国已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5G商用网络，独
立组网率先规模商用，网络性能显著
提升，在虚拟专网方面的探索取得积
极进展。适度超前的网络建设为5G
应用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5G对经济
社会影响潜力开始显现。预计2020
年5G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8109亿
元，直接带动经济增加值1897亿元。

2021年，中国5G新基建步伐将
继续迈进，从我国三大运营商招标就
可见端倪。12月8日，中国移动西藏
公司发布了2020至2022年度5G基站
C-RAN无源波分设备年度集中采购
招标信息。10月24日，中国电信广西
公司发布了2020至2022年5G基站对
卫星地球站频率干扰排除设备集中
采购项目招标的评审结果。此外，日
前中国电信与中国铁塔联合对5G基
站磷酸铁锂电池产品招标，本次招标
预估量为2.09GWh。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
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三大运营商已经启动2021
年的5G网络设备采购工作，目前来
看采购规模不低
于今年水平，明年
有望迎来5G基站
建设大年，预计明

年基站建设约增55万个至60万个。”

5G应用遍地开花

“扩大5G应用将会成为下一步的
工作重点。”一位中国联通的工作人
员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目前5G的
发展还聚焦在基础建设上，还未出现
改变生活的应用场景，或者说还没有
让社会体验到5G所带来的创新感
知。因此，未来通信业发展会更加细
分应用场景，借助5G技术提供丰富的
切片化服务和产品，丰富更多的商业
场景，提供个性化网络解决方案。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
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技术
特点上看，5G具有更高的速率、更宽
的带宽、更高的可靠性以及更低的时
延，不仅能满足用户对虚拟现实、超
高清视频等更高网络体验的需求，还
能匹配更多全新的应用场景，如工业
设施、智能制造、医疗器械、无人驾驶
等，继而为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来临
提供坚实的底层技术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促进5G应用的相
关部署正在加速落地。12月7日，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技术
迭代实施方案（2020-2022年）》，提出
将完善4K/8K超高清视频技术标准体
系，推进5G高新视频落地应用，推出
高新视频新产品和新应用。面向工
业领域，工信部将大力推广智能化制
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
延伸、数字化管理五大创新模式，加
快“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向
更多实体经济行业延伸。（下转A2版）

“十三五”加速布局5G建设
资本助力行业发展底气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