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期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和

浙江省财政厅联合主办的第六届财经发展论坛上，来

自人大和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的主题，对当前

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深入

剖析，并从财税政策角度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本期专题选取了部分专家学者和财政部门负责

人的发言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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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工程”虎门二桥 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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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财经发展论坛
聚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
本刊记者｜刘慧娴

近期，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和浙

江省财政厅联合主办的第六届财经发展论坛在浙江杭

州召开。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人大和政府部门的专家

学者近200人参加此次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对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

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深入剖析，并从财税

政策角度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

长刘小川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副主任刘修文、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蒋传海、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徐宇宁

分别致辞。刘修文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一直

以来都通过预决算监督、国有资本监督和财税政策调

研，为更好地通过财税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蒋传海表示，希望通过本次论坛，能够凝聚专家

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力量，为促进国家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加快推进财税政策建设而共同努力。徐宇宁指

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备的财税政策支撑保障。这是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要义所在，也是

本次论坛以此为主题的初衷和价值所在，各位专家学

者汇聚在钱塘江畔，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

策”为主题共话愿景、共谋良策，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本届论坛由“振兴实体经济的财税政策”“创新驱

动发展的财税政策”和“长三角一体化的财税政策”三

个分论坛组成。在“振兴实体经济的财税政策”分论坛，

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沈磊首先以“处理四对关系，用好

四则运算，全力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作主旨

演讲。他以“四对关系”和“四则运算”归纳浙江省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四对关系”是指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投入与产出的

关系、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四则运算”是指有针对性

加大财政投入（“加法”）；政府过紧日子，让企业过好

日子（“减法”）；设立政府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乘

法”）和强化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缓解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除法”）。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以“中国制造

业税收贡献分析”为题做主旨发言。他基于多年的研究

成果，对制造业对税收的贡献的总量、结构与原因进

行了深入分析。从总量上看，制造业对于税收的贡献

是全行业最高，但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分税种看，制

造业对于国内增值税的贡献最高，在营改增之前超过

50%，营改增之后由于分母的变化有所降低，但仍然接

近40%。制造业对企业所得税贡献大约在20%—25%

区间波动。分区域看，制造业提供税收占全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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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比重排名靠前的分别为上海、江苏、广东和浙江，

这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造成我国制造业税

收贡献度的原因，首先是制造业总量大，且产出波动

较小；而在税制方面，我国对于制造业采用较高的增

值税税率，并针对特定制造业征收较高的消费税，还

存在农业向制造业税负转移的因素。

在之后进行的圆桌论坛环节，浙江省税务局副巡

视员沈加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实、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安徽大学经济学

院副院长田淑英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

李华分别从各自的工作和研究出发，对振兴实体经济

的必要性和相关财税政策的现状与效果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

针对主旨演讲和圆桌论坛的各位学者发言，上海

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院长高强进行了总结与

点评。高强指出，目前对于实体经济存在的困难，大家

都有共识。造成困难的原因既有宏观政策问题，也有

微观管理问题，还有国际形势变化。研究振兴实体经

济，仅靠财税政策加上金融政策是不够的。实体经济

发展不是靠政府投资、政府扶持就能振兴，而要靠企

业创新、探索和研究。因此，财税政策是振兴实体经济

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能仅仅依赖财税政策扶持来

振兴实体经济。振兴实体经济的财税政策，要注重数

量和质量的关系、“绩”和“效”的关系以及当前和长远

的关系，不仅要靠减税降费，还要靠严格的财税管理。

希望通过广大财税专家学者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让实

体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和心脏。

随后，来自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还围

绕“创新驱动发展的财税政策”和“长三角一体化的财

税政策”两个热点财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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