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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特困
行业实行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加大
失业保险支持稳岗和培训力度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

特困行业实行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加大失业保险支持稳岗

和培训力度；部署适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更加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

会议指出，当前一些市场主体受严重冲击，更甚停产歇业，必须

针对突出困难加大纾困和就业兜底等保障力度。一是对餐饮、零售、

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在今年二季度实施暂缓

缴纳养老保险费，并将已实施的阶段性缓缴失业和工伤保险费政策

范围，由餐饮、零售、旅游业扩大至上述5个行业，缓解这些行业尤其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资金压力。二是延续执行失业保险保障阶

段性扩围政策，今年底前继续向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向

参保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三是提高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比例，符合条件的地区可从60%提至最高90%；允许地方

再拿出4%的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并向受疫情影

响、暂无法正常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二、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

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

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

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

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三、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省出台助企纾困政策专题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shizhengyaowen/202204/t20220407_442586.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2/c517367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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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于3月29日发布《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主要扶持措施有：

减轻各类企业负担：

1、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落实对增值税留抵税额实施大规模退税政策，优先安排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以及按照一般计税方式纳税

的个体工商户，存量留抵税额于2022年6月底前一次性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自2022年4月1日起按月全额退还。重点支持制造业，对制造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企业，

存量留抵税额于2022年底前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自2022年4月1日起按月全额退还。

2、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重点面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大力度实施一批税收优惠政策，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对

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加大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税前扣除力度。将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

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适用主体范围扩展至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并在国家规定减免幅度内按照顶格执

行。延长一批税收优惠政策，将2021年第四季度实施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再延续实施6个月，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

政策。

3、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对按月申报的纳税人，将2022年3月申报纳税期限由3月15日延长至3月31日，受疫情影响在2022年3月申报纳税期限

内办理申报仍有困难的，可以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延期申报。对因疫情影响导致按期缴纳税款有困难的，符合延期缴纳税款条件的，依法准

予延期缴纳税款，最长期限不超过3个月。对受疫情影响未能按期申报的纳税人免除税务行政处罚。

4、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022年免除3个月租金，2022年被列

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街镇行政区域或因落实防疫要求严重影响经营活动的，再免除3个月租金、全年合计免除6个月租金。存在间接承租

情形的，转租人不享受本次减免政策，相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确保免租措施惠及最终承租人。

5、做好援企稳岗工作，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实施1%的失业保险缴费费率政策，继续阶段性下调20%工伤保

险行业基准费率。

6、实施培训补贴、创业扶持、工会经费返还等稳岗扩岗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对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为本单

位实际用工的从业人员开展与本单位主营业务相关的各类线上职业培训，按照规定给予线上职业培训补贴。鼓励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对在孵创业

企业减免房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创业组织和个人可向经办银行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展期还款，原则上不超过1年，并可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支持。

对小微企业工会上缴的经费实行全额回拨。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为落实本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政策，市国资委会同

市住建委、市房管局制定了《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

实施细则》，现将实施细则有关内容摘要如下：

1、适用房屋：实施主体自有经营性房产和使用权房。其中，使用权房是指依法

建立公房租赁关系、执行市政府规定租金标准，由本市相关国有企业负责经营管理

的公有非居住房屋。

2、减免对象：最终签约承租实施主体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最终承租方）。其中，小微企业参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银发〔2015〕309号）划型标准认定；个体工商户是指营业执照登记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

3、减免期限：实施主体对最终承租方免除2022年部分租金，分两档执行。

第一档，普遍免除3个月租金。所有地区内的最终承租方，2022年免除3个月租金。最终承租方在2022年租期不满一年的，根据租期按比例享

受免租；第二档，增加免除3个月租金。租赁合同存续期间，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街镇行政区域内的最终承租方，或按有关部门

防疫要求被封控、停业、征用房屋的最终承租方，以及全年经营亏损的最终承租方，经出具上述任一证明材料，2022年再免除3个月租金，全年合

计可免除6个月租金。最终承租方在2022年租期不满一年的，根据租期按比例享受免租。符合第二档免租条件的最终承租方增加免除金额不超过

3个月租金。

《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实施细则》发布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20329/7806f1b92ad84e0e93bf895ebc533d35.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sjzccs/20220401/a72883fad22049fcacf2512b091145af.html


Brought to you by 

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后，上海市税务局3月31日发布《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税收政策操作细则。

政策操作细则包括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延长申报纳税期限；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暂停航空、

铁路运输企业预缴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等六部分内容。

下载地址：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xwdt/ztzl/zcgll/jsjf/rdwd/202203/P020220331537811576190.pdf

《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税收政策操作细则

4、减免方式：国有企业应当以便捷高效为原则，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直接免除、从后续租金中抵扣或者返还等方式实施房租减免。存在转租行

为的房屋，转租方不享受本次房租减免政策，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受本次房租减免政策。其中，转租方为本市国有企业的，

应当与房屋产权方以各自实收的租金为限共同承担减免的租金；转租方为非国有企业的，应当配合房屋产权方及国有企业转租方将减免的租金

全部落实到最终承租方，鼓励非国有企业转租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帮扶。

陕西省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市场主体活力，稳企业用工岗

位，鼓励企业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发挥失业保

险稳岗政策效应，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纾困发展发布如下

社会保险纾困惠企政策：

一、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费率：自2022年7月1日起，再次

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一年，政策执行期至2023

年6月30日。

二、持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给

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返还，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返还比例由60%最高提至

90%。参保企业裁员率应控制在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5.5%以

内，30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人员放宽至不超过参保职工总数20%

。扩大政策覆盖范围，推广“免申即享”服务，加快惠企政策落地。5月

底前稳岗返还要有实际发放，6月底前返还资金发放量要达到全年

返还目标的50%以上，以实际行动支持企业纾困发展。

三、落实缓缴失业工伤保险费。对一季度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

困难、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缓缴失业、工伤保险费，

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重点支持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对餐

饮、零售、旅游行业的参保企业纳入重点支持范围，可允许缓缴期限

不超过一年。经核准缓缴期间，企业应继续按月申报应缴的失业、工

伤保险费，企业和职工缴费年限连续计算，缓缴的失业、工伤保险费

不计滞纳金，参保职工个人权益不受影响。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落实社会
保险纾困惠企政策的通知

福建省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1、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2、扩大“六税两费”减征范围，按照50%税额幅度减征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

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适用主体由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扩展至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3、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受疫情及市场环境等因

素影响，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可按规定

申请减征或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4、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政策，继续配合税务部门

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2021年第四季度

部分税费缓缴期限在原来3个月的基础上继续延长6个月；延缓缴纳

2022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缓缴期限为6个月。

5、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期限到2023年4月30日。继续实施普惠

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对2022年不裁员、少裁员的服务业企业

按照一定比例返还失业保险费，其中对中小微企业的返还比例从现

行60%最高提至90%。

以及其他15条相关措施，下一步，将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变化和

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加强针对性财税政策研究，及时完善政策措施。

福建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当前统筹抓好我省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财税政策措施
的通知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xwdt/ztzl/zcgll/jsjf/rdwd/202203/P020220331537811576190.pdf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xwdt/ztzl/zcgll/jsjf/rdwd/202203/P020220331537811576190.pdf
http://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17235&chid=100077
http://czt.fujian.gov.cn/ztzl/yqfkczzxd/yqfkzcjd/202203/t20220327_58675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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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大力度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特制定以下政策:服务业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餐饮业纾困扶持措施、零售业纾困

扶持措施、旅游业纾困扶持措施、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纾困扶持措施。

内容涉及：税收抵减、减免，医疗保险费用缓缴、公积金缓缴、公共事业费缓缴、2022年延续实施阶段性下调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政

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其中2022年度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60%提高到90%等一系列扶持措施。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意见

湖北省为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制定若干措施，提

出了42条纾困措施和3条保障措施。旨在帮助服务业市场主体稳定

预期、恢复发展、渡过难关，为我省实现“开局企稳、复元打平、再续

精彩”全年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类是普惠性的纾困扶持措施，共13条。包括延续服务业增

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扩大“六税两费”减征范围;减免困难企业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加大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税前扣除力度;延续

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减免部分房租;

用好降准释放资金;发挥好支持普惠小微的市场化工具引导作用;继

续推动金融系统减费让利;鼓励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挥财政金融

联动作用;严格制止“三乱”行为;激活市场消费氛围等。

第二类是针对性的纾困扶持措施，共27条。包括对餐饮零售、

文旅体育、交通运输等几个特殊困难行业，实施税费减免、资金补

贴、失业工伤保险缓缴、金融扶持、业务拓展等支持政策措施。其中，

餐饮、零售业适用政策10条，包括:支持餐饮、零售企业疫情防控;缓

缴餐饮、零售行业企业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

台企业优化服务;增加餐饮业、零售业市场主体信用贷款发放规模;

运用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餐饮、零售企业融资;优化餐饮行业保险

产品和服务;开展老年人助餐服务;支持开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加

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加强零售业名单企业信贷支持等。文旅

体育业适用政策8条，包括:延续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扶持政策;缓缴

旅游企业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加强文旅体育市场主体与金融机

构合作;加强文旅体育企业信贷支持;加大对文旅体育市场主体普惠

金融支持;支持文旅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支持旅行社拓展业务;拓展

旅游体育消费群体等。交通运输业适用政策9条，包括:暂停预缴增

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延续实施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

贴;支持交通物流体系建设;纾解公共交通运营困难;加强交通运输

业金融支持;降低运输车辆通行费;支持民航业疫情防控;支持民航

基础设施建设等。

第三类是落实精准疫情防控措施，共2条。主要是坚决防止和

避免“放松防控”和“过度防控”两种倾向，切实做到“四个精准”“八

个不得”，有效恢复和保持服务业发展正常秩序。

关于印发湖北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
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天津市发布关于助企纾困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若干措施:

1．扩大“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适用主体范围至全部小型微利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

2．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

3．加大小微企业以及“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含个体

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其存量留抵税额。

4．按规定延缓缴纳制造业中小微企业2021年第四季度和2022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已缴纳入库并符合规定条件的，可

自愿选择申请办理退税（费）并享受缓缴政策。

5．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租赁房

屋位于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的减免6个月租金，

其他地区减免3个月租金；承租方2022年内存续租期短于前述减免

期限的，按存续租期减免；已缴纳租金的，可顺延减免。

6．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政策，将阶段性降低本市失业保险缴费

费率至1%政策延续至2023年7月31日。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

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大型企业按上年度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总额的30%比例返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由60%最高

提至90%。

及其他共15条措施，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

年12月31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助企纾困和
支持市场主体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http://www.hhtz.gov.cn/art/2022/3/28/art_1229439025_59041705.html
https://fgw.hubei.gov.cn/fbjd/zc/gfwj/gf/202203/t20220330_4062384.shtm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25_5840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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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帮助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定增长，制定20条扶持政策，本政策自2022年2月

10日起实施，有效期 3年。

主要内容涉及有：落实国家减税政策；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成本；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快速成长，达成相关标准的给予对应的一次性奖励发放；

支持中小企业招引青年后备人才。对沈阳户籍在沈就业的应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高校毕业生分别按照每人每年3万元（博士）、1.44万元（硕

士）、0.72万元（本科）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含租房补贴），最长发放三年。中小企业录用应届毕业生与其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

险的，按1000元/人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用工补助。

沈阳市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

常州市关于扶持帮助受本轮疫情影响较重企业及困难群众的

若干政策重点如下：

1、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继续分别

按10%和15%加计抵减应纳税额。

2、承租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括全资、控股和实际控制

企业）国有房屋（含场地）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含民办非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2022年3月-8月租金全免。我市在市外的国有房屋租金减免

按照属地政策执行。

3、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在1年以上的统筹

地区，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政策，其中2022年度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60%最高提至90%。

4、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经批准可继续缓缴养老、失业和工伤

三项社会保险费，缓缴期最长6个月；对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

余备付期限在1年以上的统筹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企业阶

段性实施缓缴失业保险费政策，期限不超过一年，缓缴期间免收滞

纳金，不影响企业信用和职工个人权益记录。继续实施国家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落实培训

补贴政策。

5、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困难的，可按照规定申请阶段性降低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待经济效益好转后恢复正常缴存并补

缴缓缴金额。单位申请缓缴期间，不影响职工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

6、本轮疫情期间，物价指数未达价格补贴启动条件的情况下，

增发一次临时价格补贴，标准为200元/人（户），发放对象为10类低

收入群体。及其他共12条相关政策，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

施，未特别注明时限的，有效期至2022年底。

常州市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扶持帮
助受本轮疫情影响较重企业及困难群众的若
干政策》的通知

呼和浩特市应对疫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施如下：

一、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餐饮业、

交通运输业、住宿业、旅游业纳税人，确有困难的，依据《城镇土地使

用税困难减免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公告

2022年第1号）的规定，对2022年3月—5月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办理

困难减免。

二、延缓缴纳住房公积金：中小微企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住房

公积金最迟到2022年6月30日，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不影

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延缓缴纳部分税费：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2021年

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政策，缓缴期限继续延长6个月；延缓缴纳2022年

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延缓期限为6个月。

四、延期缴纳水费燃气费：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缴纳水费燃

气费的中小微企业，可向水、气供应企业申请办理延期缴纳费用，从

2022年3月至5月，最长不超过3个月。延期缴费期间不断供、不收取

滞纳金。

五、减免承租机关企事业房屋租金：对承租市、区国有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权属的经营性房产以及保障房配套商业用房用于生产

经营,且最终承租人为非国有企业和非机关事业单位的给予租金减

免,其中，对受疫情影响的重点区域（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管控区）

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住宿和餐饮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旅游业以及因封控管控关闭和根据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通

告要求停止经营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免收3个月租金。

六、支持企业用工：各类中小微企业2022年新招用人员，缴纳

社会保险满6个月的，按每人500元给予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政策受理截止期限为2022年12月31日。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返岗

难”问题，必要时由属地安排车辆“点对点”接送。

七、降低融资成本：鼓励各金融机构想方设法降低中小企业融

资成本，确保2022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高于2021年同期水平。各

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支持

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投放。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呼和
浩特市应对疫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
措施》的通知

http://www.shenyang.gov.cn/zt/jjlwlb/zcyjd/jdhgzcssldzlwqybjy/202203/t20220324_2881682.html
http://www.changzhou.gov.cn/ns_news/832164808927575
http://www.huhhot.gov.cn/zfxxgknew/fdzdgknr/zfwjnew/202203/t20220317_1204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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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发布纾困解难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加大降本减负力度的政策如下：

1、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2022年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3个月租金；位于新冠肺炎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延长至6个月等。

2、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

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延续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政策，缓缴期限继续延长6个月；延缓缴纳2022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部分税费，延

缓缴纳的期限为6个月。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等。

3、落实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

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对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于2022年6月底前一次性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自2022年4月1日起按月全额退还，等。

4、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对按月申报的纳税人，将2022年3月申报纳税期限由3月15日延长至4月20日，受疫情影响在2022年3月申报纳税期限

内办理申报仍有困难的，可以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延期申报。对因疫情影响导致按期缴纳税款有困难的，可以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延

期缴纳税款，最长期限不超过3个月。

5、降低用水用电用气成本。对受疫情影响，2022年3月、4月欠费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停水、不停电、不停气，经申请审核通过后减免在此期

间产生的欠费违约金，欠费交纳期限延长至2022年5月底。

其中做好援企稳岗工作的政策如下：

1、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2022年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其中，服务业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提

高到60%以上。

2、封闭管理地区企业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费。对2022年因疫情防控实施封闭管理的市、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未能按时办理养老保

险参保缴费业务的，在封闭管理期间可以缓缴养老保险费，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3、零售、餐饮和旅游企业阶段性缓缴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由企业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后，缓缴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

一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4、实施培训补贴、创业扶持、工会经费返还等稳岗扩岗政策，等。

以及其他共22条政策，以上政策措施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实施。未明确执行时限的政策措施有效期暂定至2022年底。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

无锡根据江苏《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着力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结合无锡市实际，制定相关政

策措施。主要有如下措施：

1、延长阶段性税费缓缴政策，将2021年四季度实施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政策，延续实施6个月；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购置

补贴、充电设施奖补、车船税减免等优惠政策。

2、继续实施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政

策。扩大地方“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适用主体范围，加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力度。小微企业留抵退税6个月直达。

3、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经批准可继续缓缴养老、失业和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缓缴期最长6个月；对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

限在1年以上的统筹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企业阶段性实施缓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政策，期限不超过1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不影

响企业信用和职工个人权益记录。根据国家部署，继续实施国家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落实培训

补贴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中小微企业，可按规定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

4、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对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在1年以上的统筹地区符合条件的参保企业，继续按规定

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其中2022年度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60%最高提至90%。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和培训

补贴。

5、继续实施职工医保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继续阶段性降至7%，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阶段

性降至0.6%。

以及其他共计50条政策措施，以上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未特别注明时限的，有效期至2022年底。

无锡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大力度助企纾困推动经济稳定健康运行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2204/t20220403_8428080.html
https://www.wuxi.gov.cn/doc/2022/03/28/36306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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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于3月25日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的通知》。主要扶

持措施有：

1、 扩大“六税两费”减征范围：按照50%税额幅度减征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

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适用主体由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扩展至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减免“房土两税”：对受疫情影响，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确有困难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在我市权限内

予以减免。

3、缓缴或减免社会保险费：对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以及被纳入封控管控防范区等封闭管理区的用人单位未能按时

办理养老、失业、工伤参保缴费业务的，经申请后，可以在调整为非

中高风险地区或解除封控管控防范管理的次月起3个月内缓缴，最

晚不得晚于2022年12月31日，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不影响个人社

保权益。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生育保险费率，2022年12月31日前企

业缴费费率由职工工资总额的0.5%调降至0.45%。免征企业地方补

充医疗保险费6个月。

4、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对受疫情影响、缴存住房公积金确

有困难的企业等用人单位，可依法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或降低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至3%，期限不超过12个月。

5、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可以享

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上年度企业和职工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60%最高提至90%。延

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并继续同步实施

浮动费率政策。

6、减免房屋租金：制造业小微企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承租市、区政府以及市属、区属独资、全资、绝对控股国有企业

的房屋，免除3个月租金、再减半收取3个月租金。因减免租金影响国

有企事业单位业绩的，在考核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认可。

7、降低用水用电用气成本：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022年4月、5

月应缴交的自来水费、电费、管道天然气费给予10%的补贴，对受疫

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4月、5月欠费不停水、不停电、不停气，

经申请审核通过后减免在此期间产生的欠费违约金。各工业园区和

商业楼宇的物业管理部须将补贴让利全额传导至终端用户。已完成

转供电改造的工业园区内用户，按政策执行直供电电价，2022年年

底前全面完成工业园区转供电改造。系统做好城中村燃气违规加价

整治工作。

(其他针对不同行业的扶持措施，请参考通知正文)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
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的通知

哈尔滨为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在持续落实《哈尔滨市人

民政府印发哈尔滨市关于应对疫情影响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稳定生产经营若干政策的通知》（哈政规〔2021〕14号）的

基础上，结合当前疫情实际，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持续减税降费。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实行减征50%相应的税费。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和以

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全额返还2021年度实际缴纳的失业保

险费用。

二、持续减免房屋租金。对本政策措施发布之日前已承租市、区

县（市）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所属房产的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再免收2022年3个月房租或再免费延长3个月租期。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按照入驻企业上年度月平均租金给予一次

性2个月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补助资金不超过实际减免小微企

业房租总额。

三、持续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负担。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以按

规定申请缓缴2022年4月至6月的住房公积金，缓交期间缴存时间连

续计算，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哈尔滨市应对疫
情影响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政策措施的通知

四、持续缓解企业融资的压力。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物流、制造业等5个行业实施重点支持对

象名单制管理，建立“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担保费率由1%降至

0.5%，市财政出资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符合条件的贷款免收担

保费。

五、持续帮助稳岗就业。对2022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条件人员的小微企业，招用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15%（含15%）、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8%（含8%），并与其签订1年

以上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最高5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支持。对个人创业的，给予最高额度2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并给

予全额贴息，原个人承担的利息由市财政承担。

六、持续推动餐饮行业加快复苏。鼓励发展餐饮新业态。支持

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经营困难的餐饮商户实施扶持政策，放宽入驻

条件，降低平台服务费用，对2022年4月至6月给予平台餐饮商户补

贴金额合计500万元（含）以上的，按照电商平台实际补贴总金额的

20%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http://www.sz.gov.cn/szzt2010/yqfk2020/szzxd/zczy/zcwj/bfzc/content/post_9638453.html
http://www.harbin.gov.cn/art/2022/3/27/art_13790_247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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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创立于2004年，作为国际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公司立足亚太、辐射全球，推动科技赋能，为企业提升管理品质，十多年来砥

砺前行，以全球化、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展理念，分别在新加坡、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

寨、缅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设立子公司，研发中心分别位于新加坡、中国（上海、成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产品包括HRMS、多国薪资计算、人事代理、海外落地服务、考勤自动化管理、业务流程外包、灵

活用工、弹性福利管理、无机构雇佣管理（PEO）、外籍员工服务等，借助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为客户提供多地区、高效率、合规化的用

户体验。

BIPO现有 BIPO HRMS 和Workio两套自主研发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通过“全模块”整合与敏捷开发，凭借灵活的系统架构和数据管理，打破信息

孤岛，实现点对点链接，使公司运营整体化、高效化。同时依托全球资源网络，聚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痛点，集合多种业务协作云应用，使服务覆

盖全球。 

BIPO，已发展成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并在不断加速中提升链接全

球的服务辐射能力、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案，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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