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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进一步减税降费，成为上至财税主管

部门，下至广大纳税人的社会共识。

如何进行实质性减税降费，增强纳税

人的“获得感”？本文基于增值税的

重要地位和增值税基本原理，分析如

何通过深化增值税改革，实现减税   

降费。

增值税应成为减税降费的重点

要实现实质性减税降费的目标，

需要将重点聚焦在主体税种。

我国的主体税种，是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根

据财政部网站的数据，2018年税收

收入是15.64万亿元，其中国内增值

税收入是6.15万亿元，占税收收入的

39.32% ；国内消费税是1.06万亿元，

占税收收入的6.78% ；企业所得税是

3.53万亿元，占税收收入的22.57% ；

个人所得税是1.39万亿元，占税收收

入的8.89%。 如果考虑进口货物增值

税和消费税1.69万亿元，增值税占收

入的比重将超过40%。

纳税人在缴纳增值税时，还缴纳

以增值税为计税依据的附加税，包括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加在一起，一般是增值税

收入的12%左右，按照2018年6.15万

亿元的增值税计算，城建税和两个附

加的收入大约是7380亿元。

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分量，也

代表着纳税人负担的分量，增值税应

成为减税降费的重点。

减税降费与增值税改革的统一

影响纳税人纳税多少的，有两

个直接的因素：一是计税依据，二

是税率。以增值税为例，实现减税降

费的目标，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

降低税率。增值税的最高税率，已经

由17%降低到16%并将进一步降至

13%，原11%的税率已经降低到10%

并将进一步降低至9%。但是，从税制

规范的角度分析，从增值税的基本原

理分析，增值税的制度，需要进一步

完善，需要在“营改增”的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减税降费与

深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将减税降费

的效果，融入增值税改革过程中，实

现二者的双赢。

税收是政府参与分配的一种方

式，无论什么税种，政府拿的多了，纳

税人留的就少了。但不同的税种，代

表不同的分配方式，分别通过对纳税

人的收入、成本、所得、税额等的不同

影响，调节收入在政府与纳税人之间

的分配。对增值税而言，通过降低税

率，减少计税依据，都可以起到减税

降费的效果。

如果纳税人的收入是含税价，降

低税率，可以直接增加其收入。如果

是价外税，看似税率下降，不影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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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财政部部长刘昆

也提出“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增值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来源，应成为减税降

费的主体，并且，应把减税降费与深化增值税改革结合起来，建成更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经济活力的现代

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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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的收入和成本，但是面向消费者

的最终环节，会因税率下降，增加收

入，但是减税的效果，不可能由最终

环节独享，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

最终环节因税率下降获得的减税效

果，会通过价格波动的方式，逐渐传

导到上游环节，由更多的纳税人分享

税率下降的红利。

减少计税依据，则可以降低纳税

人的成本。以营改增为例，在营改增

之前，原生产销售货物的增值税纳税

人甲公司购进征收营业税的服务，假

定支付110万的货物运输费用给运

输企业乙公司，甲公司运输成本就是

110万。营改增以后，乙公司如果给甲

公司开具价款100万，税款10万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由于10万的进项税可

以抵扣，运输成本就降低到100万。

营改增实际是通过降低成本的方

式，让纳税人享受改革的红利。所谓

的降低税负，实际是因为可以抵扣进

项税，降低了成本。

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建议

增值税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实

现减税降费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

下三点：完善抵扣，合并税率，平稳

过渡。

（一）完善抵扣

征税与抵扣的链条机制，是增值

税的最大特点，也是其避免重复征税，

实现税负公平的保障。增值税的征税

对象是增值额，也就是新创造的价值，

具体包括工资和利润。从增值税原理

上讲，除了人工成本不能抵扣外，其

他支出都可以抵扣进项税。

完善抵扣直接影响增值税计税依

据是否科学合理。目前影响抵扣最大

的因素，就是纳税人的贷款利息支出，

还不允许抵扣。在金融机构的利息收

入已经征收增值税的情况下，不允许

借款人抵扣利息支出的进项税，导致

增值税链条中断，增加了纳税人的财

务成本。

许多企业，尤其是作为实体经济

主体的制造业企业，或多或少，都有

银行贷款，都有利息支出，如果允许

利息支出抵扣进项税，不但可以完善

增值税制度，而且可以降低纳税人的

税费负担。

（二）合并税率

增值税是不应该有多档税率的，

因为增值税是中性税种。所谓中性税

种，就是尽量不干预纳税人的投资选

择和消费选择，纳税人在选择或决策

时，根据市场情况，而不是税负轻重。

实际就是要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

础调节作用。满足税收中性的要求，就

需要减少税率档次，因为档次越多，干

扰越多。但是，税收中性毕竟是一种理

想化的理论状态，许多国家是两档税

率，对我国而言，两档税率是比较理想

的模式，一档标准税率，适用于绝大多

数货物与服务，一档低税率，适用于

与百姓生活密切有关的货物和服务。

两档税率之间的差距，应保证大

多数纳税人有应纳税额。增值税的应

纳税额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如

果纳税人的适用税率，也就是计算销

项的税率低，进项税率高，也就是常

说的“低征高扣”，可能导致纳税人的

应纳税额长期是负数，尽管纳税人实

际也负担了增值税，但影响税款在不

同纳税人之间的分布。

假定A公司购进货物支出是100，

货物适用税率是10%，进项税是10。

如果适用税率是6%，销售收入是

166.66，销项税是10，也就是增值幅

度超过66%，应纳税额才是正数，如

果低于66%，应纳税额长期是负数。

如果货物适用税率是8%,进项税是8，

则销售收入是133.33，也就是增值幅

度超过33%，就可以避免应纳税额是

负数。

税率如何合并？从既减轻税负

又兼顾财政收入的角度，可以在目前

13%与9%之间，选择一档标准税率，

在9%和6%之间，选择一档低税率。

将低税率由6%提高，是不是增加了

目前适用6%税率的纳税人的负担？

可能有这个效果，但是可以通过超税

负返还的方式，保证改革的平稳过度。

如果财政收入可以承受，也避免

目前适用6%税率的纳税人增加负担，

可以将低税率定于6%，但是标准税率

是9%还是更低一些，需要在综合考

虑有关因素的基础上，详细测算决定。

（三）平稳过渡

税制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既

在政府与纳税人之间调整，也在不同

纳税人之间调整。这种调整，既可能

是改革造成的，也可能受市场供求关

系的影响。如果有纳税人因改革导致

受损，可以采取超税负返还的政策，

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给予税收返还，

帮助纳税人逐步适应新税制。

营改增后，为防止纳税人税负增

加，采用了大量允许纳税人选择简易

征收的方式，由于简易征收不是规范

的增值税计税方式，选择简易征收，

可能导致本可以采用一般计税的纳税

人，长期采用这种不规范的方式。

总之，减税降费事关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稳定，降税降费的力度，需要

在减税的需要与财政承受能力之间，

保持适当的平衡，争取实现完善税制

与减税降费的统一。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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