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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中小企业

自我“造血”能力。

——为居民个人“减负”。我国税制结构的特点是流

转税等间接税占比过高，工薪收入阶层承担了较重的税

负。因此，一方面，应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居民收

入。在落实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础上，创造条件结合“综

合收入”和“家计扣除”等机制，探索更加合理的减税措

施，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提高居民

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应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保障和

改善民生。如完善降低居民日用品等商品进口关税、蔬

菜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清理整顿相关物流收费等政策，

减轻居民物价上涨压力 ；完善鼓励大学生、农民工、城

镇就业困难群体等就业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就业

再就业 ；完善涉及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建设运

营的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等税收优惠政

策，缓解居民住房困难。此外，还应注重将“取之于民”

的税收更好地“用之于民”，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使居民所负担的税收成本与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成正比。

——为第三产业“减负”。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

现代服务业，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

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

制要求，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利于完善税制，消除重

复征税，为第三产业发展减轻税收负担。今年1月1日，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率先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试点。国家税务总局透露，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

带动GDP增长约0.5%，第三产业增加值提高约0.3%，带

动居民消费增长1%，拉动出口增长0.7%，同时直接带来

大约7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因此，应稳步扩大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行业和地区范围，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将

改革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减税”，它

并不是一味地要求降低整体税收水平，而是要与稳增长、

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结合起来，加强

顶层设计，提高结构性减税的科学性、针对性与有效性。

结构性减税转方式惠民生
本刊评论员

结构性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是为实现

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以达

到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有效改善民生之目的。

2008年以来，我国通过税收减免、降低税率等直接

优惠以及投资抵免、加计扣除等间接优惠方式实施了70

多项减税措施，涉及十多个税种，每年减税规模达数千

亿元。通过调整优化税种及其构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

活力。同时，通过引导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行为，促进了

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然而当前，企业和居民个人仍感税负较重、收入提

高不多、消费能力不足。今年“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

员和社会各界呼吁减轻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税收负担。

预算报告对此做出回应——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发生变

化，“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位列首位。这表明为市场主

体减轻税负进一步得到政府的重视。

今年结构性减税实施计划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内容 ：

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继续加大税收

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 ；稳步推进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改革 ；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

围 ；通过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方式，鼓励关键零部

件及国内紧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

可以说，结构性减税政策导向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

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减负”。中小企业

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提供新增就

业岗位的主要渠道。但目前，受到“资金荒”、“用工荒”、

“电力荒”以及成本高和税负高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中小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压力，自主创新和转

型升级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将减税减负作为扶持

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应落实并完

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金融企业对中小

企业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准予所得税前扣除、提高个体

工商户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税收优惠政策及实施细

则。同时，调整并完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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