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改革

2008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

一、2008年税收收入增长

的总体情况

20 0 8 年 全 国 税 收 总 收 入 完 成

54219.62 亿 元，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8.8% ，同比 增 收 8597.65 亿元，增速

比 2 007 年回 落了 14.9 个百分点。

（一）税收 增长的特点分析

1.2008 年税收 增速 虽比 2 0 07 年

回 落，但总体上仍 保持 了较快 增 长，

增速与 200 4—2 0 06 年增 速 基 本持 平

（200 4 年、20 05 年、2 0 06 年 税 收 总

收 入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7 % 、19.1% 和

18.6% ），略 高 于 2 002—2003 年 的 增

速（2 002 年、2003 年税收总收 入同比

分 别 增 长 15.3% 和 13.5% ）。但 呈 现明

显的“前 高后 低”的走势，上半 年 增长

33.5% ，增速与 20 07年基本持平。但下

半年增长明显乏 力，同比仅增长 3.2 % ，

低于同期 G D P 和 经济税源的增速。

2 . 单月税收收入增 长 逐月回 落，

特别 是 四 季度 以 来 连 续负增长，并且

跌幅逐月增大，10 月份同比下降 0.5% ，

11 月份同比下降 11% ，12 月份同比下降

11.9 % 。 需要说明 的 是，5、6 月份税

收收 入大幅回 升，主要是这 两个月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集中入库所致，如果扣

除这一因素，5、6 月份税收收 入实际只

增长 15.6% 和 15.3% 。

3 . 流 转 税、所得税仍 为 主 要增

收税种，但 11 月份 开 始 出 现 减 收。

2 00 8 年，国 内 增值税增 长 16.3% ，增

收 2526.67 亿元，占税收收 入总 增 收

额 8597.65亿元的 29.4% 。企业所得税

增 长 27.3% ，增 收 2393.8 亿元，占 增

收 总额的 27.8% 。进口 环节税收 增 长

20.1% ，增收 1237.66亿元 ，占 增 收 总

额的 14.4% 。营业税增长 15.9 % ，增收

1044.16 亿 元 ，占 增收 总 额 的 12.1% 。

上 述四 税增 收 为税收 增 收 总额贡献

84 个百 分点 左 右。但 11 月份以 来，除

营业税仍 保持 增长 外，其余均出现减

收，且跌幅 逐月加大。国内增值税 11、

12 月份分 别比 上 年 同期 下 降 2 .3% 和

3.6% ，企 业所得税11、12 月份分 别比

上 年 同期 下 降 7.2 % 和 42.1% ，进口 环

节税11、12 月份分 别比 上 年同期 下降

19.5 和 49.1% ，上 述三税已 经 成 为主

要减收税种。

4.证 券交 易印花税成为全年唯一

减收的税种，同比下降 51.2 % 。

（二）上半 年税收收入保持较快增

长的主要原因

20 0 8 年 上 半 年 税 收 收 入 增 长

33.5% ，除 了经 济增 长 较快 的 因素 外，

主要得益于一次性特殊增收 因素 ：企

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和 20 07 年 四 季度

或 12 月份应纳税款在 20 0 8 年 1 月份入

库，使企业所得税多增近 200 0 亿元；

2007 年下 调 出口 退税率翘尾因素，使

出口 退税少退 40 0 亿元左 右 ；2 0 0 7年

5月底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上调，20 08

年前 4 个月证券交 易印花税翘尾增 收

4 60 亿元左右。

如果 剔除 特殊 因素，20 0 8 年上半

年税收收 入增长 21.3% 。其中，企业所

得税剔除 汇 算清缴等因素，上半 年仅

增长 13.68% ，低于同期工业企业利 润

20.9% 的增速。

（三）下半 年税收 增 速大幅 回 落的

主要原因

1.相 关经 济指 标 增速回 落导致税

收 增速逐步回 落。受国 际 金融 危 机影

响，2 008 年 G D P 增 长 9 % ，比 上 年 同

期 回 落 2.9 个百 分 点。伴 随 着 G D P 增

速的逐步回 落，与主体税种 收 入直接

相关的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进

出口 额等 经 济指 标 的 增速逐渐 回 落，

如 四 季度工业增加值单月增速分 别为

8.2 % 、5.4% 和 5.7% ，比 上 年 同 期 分

别 回 落 9.7、11.9、11.7 个 百 分点；1—

11 月份，规模以 上 工业企业利 润 增 长

4.9% ，同比 回 落 31.8 个百 分 点；四 季

度 进口 同比 下降 8.8% ，出口 同比 仅增

长 4.3% 。导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

进口 税收 等主体税种 增速逐渐回 落。

其 他和 税收 直接相 关的 宏 观经济指

标，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

房销 售面 积、汽车销 售量、证 券业、保

险 业、房 地产业和 建筑安 装 业营业收

入、证券交易量等的增速，均有不 同程

度回 落，有的 甚至 出现负增长，导致个

人所 得税、进口 税收、营 业税、契税

和 车辆 购置税等税种 增速回 落或 负增

长。

2 .为促进经济增长而 实施的 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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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政策使税收 增速进一步回 落。除 实

施新企业所得税法降低内资企业所得

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 标 准

等政策造成减收 外，20 0 8 年下半 年以

来，为促进经 济增长，国 家出台了若 干

项 减税政策，先 后 3 次提高部 分 商品

的出口 退税率、将证券交 易印花税由

双边征收 改 为单边征收、暂免征收储

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和 证 券市场个人投

资者交 易结 算资金 利 息所得税、下调

个人首次 购买普通住房的 契税税率并

对个人销 售或购买 住 房暂免征收印花

税和 土地增值税等等，这 些政策均造

成 不 同程度的 减收，使税收 增速 进一

步回 落。

3 .造成上半年税收快 速增长的 特

殊 因素下半 年 不 复存在。企 业 所得税

汇 算清缴、20 07 年下 调 出口 退税率和

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翘尾等一

次性特殊增收 因素，在 200 8 年下半 年

不复存在。

二、主体税种收入的增长情

况及原因

（一）国内增值税总体保持较快增

长，但 11 月份以 来出现负增长

2 00 8 年 国 内 增值税收 入 17996.9

亿 元 ，同比 增长 16.3% ，增速比 上年同

期低4.7 个百分点。扣除 出口 退税的国

内增值税收 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 重是

22 .4% 。需要特别 注意的 是，四 季度以

来 国 内增值税收 入增速逐月下 滑，10

月同比 增长 10.2 % ，11 月出现了近年来

少有的 负增 长，同比 下 降 2.3% ，比 上

年同期 24.8% 大幅 降低了 27 个 多百 分

点，12 月继 续延续下降态势，同比下 降

3.6% 。

增值税的税基 大体相 当于工业增

加值和 商业的增加值。国内增值税总

体保持较快 增长的原因是工业增加值

和居 民 消费总体上保持 了较快的 增长

速度。20 0 8 年 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增加值增长 12.9 % ，全年社会消费品 零

售总额增 长 21.6% ，增速比 上 年加快

4.8 个百 分点。

国内增值税四 季度以 来逐月减速

的主要原因是受国际 需求减缓、工业产

成品 价格普 遍下 降、库存原 材料价格

较高等多重不 利 影响，工业 增加值增

速明 显下 滑，10—12 月全 国规模以 上

工业企 业增加值分 别同比 增长 8.2% 、

5.4% 、5.7% ，增速 分 别 比 上 年同期 回

落 9.7、11.9、11.7 个百 分 点。此外，社

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在 7 月份达 到年度

顶 峰 23.3% 后 逐月小 幅 回 落，11 月份

社会 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 幅 已 经回 落到

20.8% 。

分行 业看，20 08 年增值税增长较

快 的行 业主要有煤 炭、通 用设备、专

用设备、建材 四 大行 业。这 些行 业增

值税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7.9% 、49.7% 、

46.8% 、36.4% ，比 上年同期 分 别加快

42.3、6.7、2 .1、4.9 个百 分 点，实现增

收 额约占工业增值税总增收 额的一半

左 右。煤炭 增值税加快 增长的 主要原

因是煤 炭 产品 量价齐升，产 量 同比 增

长 12.8% ，价格从 2 008 年 5月份直至

三季度 末持 续上 涨，导致煤炭 增值税

累计收 入快速 增长。不 过，四 季度 煤

炭价格大幅 下 滑，已 经 从7 月份的最高

点 1000 元 /吨 左 右 回 落 到 12 月份的

570 元 /吨 左右，导致煤炭增值税增速

从 8 月份的 114.2% 快 速回 落到 12 月份

的 6.7% 。机械设备增值税快速增长的

主要原 因是近年 来优化出口 商品 结 构

的努力初见成 效，机械等附 加值相 对

较高的 行 业出口 加快 增 长带动 了工业

增加值增长，全年通 用设备制造业、专

用设 备 制 造 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 16.9%

和 2 0.5% 。

20 08 年 增值税收入为 负增 长 的

行 业为石 油加工业和有 色金属矿采选

业。成品 油 增值税 20 08 年持 续 下降，

同比下降 35.4% ，主要原因是原油价格

涨幅 高于成品 油价格涨幅 导致的 炼 油

行 业 增值能力下降，很多炼 油企业出现

大 量的留抵税款。20 0 8 年有色金属增

值税同比 下降 6.1% ，主要是由 于成本

上 升和产品 价格大幅 下跌等原 因导致

的行业增值能 力下降，国内有色金属价

格从4 月份开始回 落，9月份开始大幅

下跌。

此外，值得 关注的是，不 少行 业全

年增值税收入虽然实现了增长，但 9 月

份以 来单月收 入陆 续出现减收，比如

冶金、化工、纺 织、电力、造纸等行业。

其中，冶金行 业受到降价限产的 不 利影

响，9—12 月单月钢坯 钢材增值税收 入

同比 分 别 下 降 12.7 % 、18.9 % 、43.3% 、

33.5% ；化工行 业受到原材料价格上

涨 和主要产品 价格下降的影响，9—12

月单月化工增值税收 入同比 分 别下降

9% 、11.2 % 、18.6% 、20% 。

（二）国内消费税收 入保持平稳增

长，但汽车消费税收 入增速 大幅回 落

2 00 8 年 国 内 消费税完 成 2567.80

亿 元 ，增 收 360.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4% ，增速 与 2007 年基 本 持 平，扣

除 退税的国内消费税占税收 总收 入的

4.7% 。国 内消费税收 入全 年基 本保持

平稳增长，但 10 月和 11 月增速有所回

落，同比 分 别增长 11.2 % 和 10.9% ，12

月国内消费税收 入有所回 升，同比增长

17 % 。

分 品 目 看，200 8 年消费税的 主要

增收 品 目依然集中在卷烟、汽车、成品

油 和酒上 ，这四 品 目消费税增收额约占

消费税总增收额的 95% 。其中，卷烟 消

费税增 长 20 .1% ，比 上 年 17.7 % 略 有

增长 ；成品 油 消费税增 长 10.3% ，比

上 年 12.4% 略 有 回 落 ；酒 类消费税增

长 6.1% ，比 上 年 9.8% 回 落 了 3.7 个百

分 点；但汽 车消费税增 长 不 容 乐观，

20 0 8 年 仅增 长 10.7 % ，比 上 年 27.9 %

大幅回 落了 17.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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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收 入总体保持平稳 增长的

原 因 是 烟、酒、成品 油 等主要应 税消

费品 的 消费需求仍 然 快 速 增长。20 0 8

年 1—10 月份卷 烟 销 售 量 同 比 增 长

12.1% ，11 月份后 受节日备货因素和 扩

大 消费政策影响，销 售量 增速 加快；

全 年 汽、柴 油 销 售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7% 、14.1% 。

汽车消费税增速 大幅 回 落的 主要

原 因是 汽 车销 售状况持 续低迷。20 0 8

年 乘 用 车产 量、销 量 分 别 为 673.77

万 辆 和 675.56 万 辆，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59% 和 7.27% ，增速 为 10 年来新低，

分 别比 上年回 落 16.35 和 14.41 个百 分

点。汽车产销 低迷的原 因是 经 济危 机

和股市低迷使居 民 财 富大幅 缩 水，消

费者购 车能 力下降；汽车相 关税收 政

策调整，消费者预期 用车成本增加，导

致持币观望；特大自然 灾害频 发、燃 油

价格较长时间持 续高位、经 济预期 悲

观以 及实施国 三排放标 准等因素使汽

车生产商被迫 减产。

（三）营业税收 入增速大幅回 落

200 8 年，营业税完 成 7626.33 亿

元，同比 增长 15.9% ，比 上年 2 8.3% 回

落了 12.4 个百 分点，营业税占税收 总

收 入的比重为 14% 。需要注意的是，营

业税收入200 8 年以 来基本呈现逐月回

落态势，特别是下半 年以 来更 为明 显。

12 月营业税收 入同比 增长 7.7% ，较上

年同期 14.5% 回 落了6.8 个百分点。

分行 业看，主要增收行 业是金融

保险 业，2 008 年金 融 保险 业营业税收

入同比 增 长 15.9 % ，增 收 327.7 亿元，

占营业税总增收额 1045.3 亿元 的 1/3

左 右。但金融 保险 业内部 各分行 业营

业税分 化明 显，银行 业营业税受到年

初贷款利息多次调高的 影响，保持了较

快 增 长，全 年收 入 1059.4 亿 元，增 收

329.1亿元，增长 45.1% ，但保险 业和

证券业由于保险 理 财产品 收 入下 降和

股市低迷，营业税收 入同比 分 别 下降

0.2% 和 14.9% 。减收 明 显 的行 业主要

是 房地产业和邮政业，20 08 年房地产

业营业税收 入同比 下降 3.4% ，比 上 年

回 落了43.7 个百分点，邮政业营业税收

入同比下降 4.4% 。

营业税增速 大幅 回 落的主要原因，

一是 国 家对房地产各 项 宏观调 控措施

的 效 果 逐 渐显 现，消费者观望情绪加

重，商品 房成交量急剧萎缩，成交价格

有所下 降。2008 年 全国 商品 房销 售面

积 同比 下降 19.7% ，商品 房销 售额同比

下 降 19.5% 。由 此造 成房 地产业和 建

筑安 装 业营业收 入增速的 大 幅 回 落。

二是股市持 续低位震 荡，券商、经 纪

业务收 入缩水，投行业务遭受重创，加

之 2007 年 同期证券业营业收 入基数

较高，导致证券业营业收 入较上年 出

现大 幅 下 降。三是保险 理 财产品 销 售

收 入大幅 下降，汽车销 量萎 缩 及下 调

汽车交 强险 缴费标准，旅游行 业不 景

气，这些都使得保险 业营业收 入有所

降低。

（四 ）企业所得税收 入总体保持较

快 增长，但下半 年以 来增速持 续 大 幅

回 落

20 08 年 企 业 所 得 税 累 计 收 入

11173.05亿元 ，增收 2393.80 亿元，同

比 增 长 27.3% ，比 上 年 37.9% 回 落 了

10.6 个百 分点 ；企业所得税收 入占税

收 总收 入的 2 0.61% 。

值得 注 意的是，7 月份开始，企业

所 得税增 速较上 半 年 大 幅 回 落，7 月

份和 11 月份企业所得税均出现小幅 减

收，12 月份同 比 下 降 42.1% 。而 1—6

月份实现企业所得税收 入7912.72 亿

元，同比 增收 2319.25 亿元 ，占全年总

增收额的 94.7 % 。

20 08 年 企业所 得 税累计 收 入总

体保持 较高增 长的原 因，一是 汇 算清

缴方 面 的原因。汇算清缴 2007 年 全 年

的 所 得税，缴纳 2007 年 12 月份或 第

4 季度的所得税都反映 在 20 08 年。由

于 20 07 年企业利润增长较快，汇 算清

缴原 因导 致 20 0 8 年的 企 业所得税维

持较高增速。据国 家税务总局的数据，

2008 年汇算清缴上年内外资企业所得

税收 入为 32 84.94 亿元，比 上 年 的 汇

算清缴数增加 1261.46 亿元，占全年增

收 额的 50% 左右。二是 外资企 业所得

税税率和优惠政策调 整的原因。新税

法将外资企业税率提高到 25% ，取消

了新外商投资企 业的 税收优惠，加 强

了对非居 民 企 业预提所得税的税收管

辖，从而使2008 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增

长 39% ，比 内资企 业所得税增速高出

16.2 个百 分点，在一定 程度 上 减轻了

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下调 造成的 减收 影

响。三是税收 征管 方面 的原 因。税务

部门调整了企业所得税的 预缴口 径，规

定预缴所得税时不 再允 许抵扣以 前年

度亏损，只 能 在 次 年 年初汇 算清缴时

一次性抵扣；对 2007 年底前认定并享

受 15% 低税率的 高新技 术企 业，在资

格重新确 认之前一律暂按25% 的税率

预 缴；此外，新税法完善和加强 了税

收管理 和反避税措 施。这些措施都使

得200 8 年企业所得税超常增长。

20 08 年下半年以 来企业所得税收

入增速 大 幅 回 落的原 因，一是 外需急

剧 下 降 和成 本 高昂等因素导致企 业效

益回 落明显。1—11 月全国规模以 上 工

业企 业实现利 润 24066 亿元，同比 增

长 4.9 % ，回 落 31.8 个百 分点，比 1—8

月份回 落 14.5 个百 分点；二是“两 法合

并”内资企 业所 得税税率下 调 和 有关

优惠政策实施带来的 减收 效 应 集中显

现。新税法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基 准税

率由 33% 下 调 至 25% ，并且给予小型

微利企业 20 % 和高新技术企业 15% 的

低税率，新税法 规定的 节能 节水、环

境保护、公共基 础 设施、资源综 合利

用、安全 生产 和 高新技术企 业等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的行 业目 录或管理 办 法

在下半年相继发布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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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所得税收 入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但 10 月份以 来增速有所回 落

20 08 年个人所得税完成 3722.19

亿元，同比 增长 16.8% ，增速比 20 07

年 回 落 了 13 个百 分 点。其中，工薪所

得税收 入 2240.65 亿 元，同 比 增 长

28.1% ，回 落了 10.3 个百 分点；储蓄利

息所得税收 入 326.9亿元，同比 下 降

37 % ，房屋转让所得税收 入 27.6 亿元，

同比增长 26.7% ，比 上年同期 大幅回 落

了 305.2 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收 入占

税收总收 入的 6.87 % 。

需要说明的是，10 月份以 来个人

所得税收 入增速 大 幅 回 落，10 月、11

月、12 月份个人所得税收 入同比 分 别

增 长 1.8% 、4.7% 、-0.9%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速 分 别 回 落了 32 .4、27.3 和 2 8.3

个百 分点。各主要 分 项 所得税收 入增

速均有 不 同程度的 回 落乃至 减收。如

12 月份工资薪金所得税收 入 163.55亿

元，同比 增长 8% ，比 上年同期 回 落了

37.8 个百 分点；储蓄 利息所得税收 入

20.48亿元，同比下降 56.4% 。

个人所得税的 税基 是 个人（主要

是城镇居民）收 入，其中主要来源是工

资薪金收 入。20 0 8 年，在 3 月份提高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费用 扣 除 标 准、

2007 年 8 月居民储蓄利息所得税税率

从 20% 下调 到 5% 以 及 20 0 8 年 10 月 9

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和 个人投资

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 算资金利息所得

暂免征个人所得税等诸多减税政策的

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累计收入仍保持较

快增 长，主要原 因，一是受 2007 年 企

业效 益较好和 20 0 8 年春节前后发放奖

金较多影响，20 0 8 年前三季度城镇居

民 收 入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 城镇

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19731 元，同

比 增 长 18.3% ，比 上年 同期 增加3056

元。二是税务机关依法加强税收征管，

完善代扣代缴、年所得 12 万元以 上 纳

税人自行申报和 高收 入者纳税档 案管

理制度，提高了征收率。三 是奥 运 经济

带来第三产业活跃，个体工商户生产经

营所得和 劳务报酬所得贡献的 个人所

得税同比 增速大幅提高。

10 月份以 后 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速

大幅 回 落的 主要原 因，一是政策减收

因素 继 续显 现。10 月 9 日起对储蓄存

款利息所得、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

交易结 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

所得税，导 致10 月、11 月份储蓄存款

利息所得税同比 减收。二是下半 年 经

济减速影响居 民 工资收 入的提高。三

季度以 来企 业效 益下 滑导致职 工工资

和 奖金增长放缓，三季度部 分 地区开

始出现的企业倒闭、裁员和民工返乡现

象，也导致职工工资薪金总量减少。三

是 房地产成交量急剧 萎缩和成交价格

降低，导致房屋转 让 所得税增速 大幅

回 落。20 0 8 年全国商品 房销售面积6.2

亿平方米，同比 下 降 19.7% ，其中，商

品 住宅销 售面 积 下降 20.3% ；商品 房

销 售额 24071 亿 元，同比 下 降 19.5% ，

其中商品 住宅销售额下降 20.1% 。

（六）进口 税收 增速逐步回 落，出

口 退税增速逐步加快

2008 年，进 口 环 节税收 入完 成

7391.07 亿 元，同 比 增 长 20.1% ，比

上 年 回 落 3.9 个 百 分 点；关 税 完 成

1769.95亿元，同比 增 长 23.6% ，比 上

年回 落 1.9 个百 分点。进口 税收 合计占

税收 总 收 入的 16.9% 。最 后 两 个月，

进口 税收 出现了多年未有的 减收 ，且

减收幅 度逐月加大。其中，11 月份进口

环节税同比 下降 19.5% ，关税同比 下降

18.5% ；12 月份减 收 愈发 严 重，进 口

环 节税同比下 降 49.1% ，关税同比下 降

35.6% 。

关税和 进口 环 节税的税基是一般

贸易进口 额。进口 税收 增长由年初的 高

速增长 逐步转 为年末的 大幅 减收 ，主

要原因是受到国际 初级产品 价格大 幅

下跌造成的 进口 额锐减。20 08 年上半

年原油、大 豆、铁矿石 价格持 续走高，

造成进口 额快 速增长，全年进口 11331

亿美元，增长 18.5% 。但 2 008 年下半

年以 来，原 油、大 豆等大宗商品 价格

一落千丈，如进口 依存度超 过 70 % 的

大 豆 前三季度 进口 价格暴涨 达 80 % ，

但 10 月份以 来大 豆进口 价格已 经下跌

30 % 左 右；原 油价格已 经由 7月份的

147 美元 /桶 下跌到 2008 年末的 40 美

元 /桶左右。国际 初级产品 价格的大幅

下跌造成了进口 额 相应走低。12 月份，

进口 总额为 721.77亿美 元，同比 下 降

21.3% ，比 上 年同期 大幅下降了47 个百

分点。

2008 年出口 退税 5865.9 亿元，同

比 增长 4.1% ，比 上 年回 落 11.4 个百 分

点。从月度数据看，各月出口 退税的数

据波动 剧 烈，前三季度 出口 退税基 本

维持低速或 负增长局 面，但 10 月份以

来出口 退税增长较多，其中，10 月份增

长 78.8% ，11 月份增长 15.1% ，12 月份

增长 16.1% 。

出口 退税增速前低后 高的主要原

因，一是出口 增速逐渐放缓。受到国际

市场 需求 萎 缩 和 出口 产品 价格下 调等

因素 影响，200 8 年 全 年 出口 14285 亿

美元，增长 17.2% ，增速回 落了 8.5 个

百分点，特别是 11 月份以 来，出口 总额

出现负增 长，11 月份同 比 下 降 2.2% ，

12 月份同比下 降 2.8% 。二是 出口 退税

政策调 整的 效 果 显 现。为实现控制 两

高一资产品 出口 和抑 制 物价过快 上涨

等政策目标，我国 于 2007 年下半 年起

陆 续降 低或取消了多项 产品 的出口 退

税政策，使得 20 08 年上半 年的出口 退

税同比少退。20 0 8 年 8 月以 后，为保持

出口 的 平稳增长，我国 又连 续三次提

高了近万 种商品 的出口 退税率，受出口

退税政策调整影响的商品 ，其出口 在总

出口 额下降的情况下实现了正增长（12

月份增长 4.8%），相应带动 四 季度出口

退税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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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证 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大幅 下

降

200 8 年，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收

入 979.16 亿元， 减 收 1026.15 亿元，

同比下降 51.2 % ，比 上年增速 1017.4%

回 落 了近 1100 个百 分点。证 券交 易印

花税的 大幅 减收 ，使税收 总收 入的 增

速回 落了 2.3 个百分点 左右，占税收 总

收入的比重为 1.8% 。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基是 A 股和

B 股的交 易总金额，大幅 下降的主要原

因，一是 减税政策造成收 入大幅 下降。

20 07年 5月 30 日起证 券交 易印花税税

率从 1‰提高到 3‰，造成 2 007 年 6月

份以 后 收 入基数较高。20 0 8 年 4 月 23

日起税率又从 3‰降至 1‰，9 月 19 日

起，又由双边征收 改 为单边征收 ，由

于 20 07 年同期 基数较高，造成 5 月份

以 来证券交 易印花税持 续减收 ，一直

维持负增长局面，5—12 月合计完成收

入 238.74 亿元 ，收 入不 足前 4 个月收

入的 1/3。二是证 券市场 交 易持 续低

迷，股 票流通市值大 幅 缩 水。20 0 8 年

大 多数 月份，沪、深 两市股 票日均成 交

量均 不 足 50 0 亿元，比 20 07 年同期 下

降超 过 80% 。2 00 8 年，两 市年末 流 通

市值不足年初流通市值 9.3 万亿元的一

半。成 交 量的萎 缩 和 市值的 下跌造成

证 券交 易印花税的税基严重缩 小，相

应影响收 入增长。

20 08 年税收总收入和主要税种收入表
（单位 ：亿元 ）

三、其他税种的增长情况及

原因

（一）房地产交 易环节的税收 增速

明显回 落

除 营业税外，房地产交 易环节涉及

的主要税收 是 契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税

种。其中，契税的税基大体相当于土地

和房产的交易总金额，土地的交易额与

房地产 开发 企业购置的 土地面积密切

相 关，房产的 交 易额主要受新建住房

和 二手房的 交 易量和价格的 影响。土

地 增值税的税基，是 房地产增值收 益

总额。

20 08 年，契税完成 1307.18 亿元，

同比 增长 8.4% ，比 上年同期回 落约 31

个百 分点。土地增值税完成 537.10 亿

元，同比 增长 33.2 % ，比 上年同期回 落

约 41 个百 分点。这两个税种占税收 总

收 入的 3.4% 。

土 地 增 值税增 速 持 续 回 落，主

要 是 受 到房 地 产 市 场 交 易低迷 的 拖

累。2008 年 全 国 商品 房销 售额 同比 下

降 19.5% ，增速比 上年同期回 落了 61.6

个百 分 点。同 时，也 受到

2007 年 基数较大的 影响。

2007 年，税收征管部门普

遍加强对房地产税收的征

管工作，再加 上 当年房地

产市场交 易异常活跃，因

此，契税、土地增值税的

基 数 比 较 高，导 致 2008

年增速明显回 落。

不 过，受国 家出台的

一系 列 鼓励住房 消费的

财税和信贷政策影响，房

地产市场略 有回 暖，带动

11、12 月契税、土 地增值

税小幅反弹。

（二）房 地产保有环

节的税收平稳增长

我国目前在房地产保

有环节征收 的税种，有城

镇 土 地 使用税和房产 税

（包括房产税和城市房 地

产税）。其中，城镇土地使

用税的税基，是纳税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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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 地 的 面 积。房产税和房产税的税

基，是企业保有的自用房产原值总额和

出租房屋 的租金 收 入总额，它的 增长

速度由纳税人房产的保有总量和房屋

出租价格的增长速度决 定。

200 8 年，城 镇 土 地使用 税完 成

816.95 亿元，同比 增 长 111.9 % ，比 上

年同期回 落约 6 个百分点。房产税和城

市房地产税完 成 680.40 亿元，同比 增

长 18.2% ，比 上 年 同期 加 快约 6 个百

分点。上述三个税种占税收 总收 入的

2.8% 。

200 8 年，城镇 土 地使用税的增长

速 度 是 所有税种中最快 的，平均保持

了三位数的 增速，比 税收 总收 入增 长

率高 93 个百 分点。但是，城镇土地使

用税总体呈 现前高后 低态势，增速 从

年初的 344.20 % 回 落到年底的 19.5% ，

主要是 受到 20 07 年下半 年城镇土地使

用税扩 大征税范围和提高税额幅 度的

翘尾因素影响，同 时这些政策性调 整

因素的影响 逐步衰减。房产税和 城市

房地产税平稳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房产

保有总量和出租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三）车辆 购置税增速下 滑，从 8 月

份开始持续负增长

20 0 8 年，车辆 购 置税完 成 989.75

亿元，同 比 增 长 12.9% ，比 上 年 回 落

14.7 个百 分 点。车辆 购 置税收 入占税

收 总收入的 1.83% 。特 别值得 关 注 的

是，下半 年车辆 购置税增速明显回 落，

8 月份开始出现负增长。

车 辆 购 置 税的 税基是应 税车 辆

（包括汽车、摩托 车、电 车、挂车、农

用运输车）的销 售总额。从 20 0 8 年下

半年以 来，车辆 购置税增速 大幅回 落，

主要是 受 20 0 8 年 下 半 年 汽 车销 售 量

呈下降 趋势的 影响。据统计，200 8 年

汽车销 量同比 增长 6.7% ，比 上 年回 落

15.14 个百 分点。汽车销 量 下降的主要

原 因是 受到国内成品 油 价格居 高 不 下

和城市道路拥 堵 情况 加 剧 影响，消费

者购 车热 情降 温 ；股 市持 续低 迷、社

会财 富缩 水、裁 员降 薪显 现等影响 收

入增长的不 利因素，抑制 了企 业 和居民

对 汽车的需 求数量 和 档次 ；美国的金

融 危机逐渐 波 及到新兴国 家，我国 面

向新兴市场的 汽车出口 受挫。

（四 ）耕地占用税保持快速增长

20 0 8 年，耕 地 占用税完 成 313.97

亿元，同比 增长 69.7% ，比 上年加 快 约

62 个百 分 点。耕地占用税收入占税收

总收 入的 0.58% 。耕 地占用税的税基

是实际 占用的 耕 地 面 积。增速 加 快 的

主要原因是政策因素。新修订的《 耕地

占用税暂行 条 例》，从 20 08 年 1 月1 日

起，耕地占用税的税额标 准上下 限提

高了4 倍左右。

（五）资源税增速明显回 落

2008 年，资 源 税 完 成 301.76 亿

元，同比 增 长 15.6% ，比 上年 回 落 约

11个百 分点。资源税占税收 总收 入的

0.56% 。资源税的税基是 应税资源产

品 的销售量或自用量。2008 年，资源税

增速 放缓 的 主要是 受 经 济增速放缓、

资源需 求 减弱等因素影响。20 0 8 年我

国原 煤、原 油产量 增长较为稳 定，增

速与上年大体持平，但 有色金属等矿产

品 同比 增长 8.2 % ，增速比 上年回 落了

16.2 个百分点。

（财政部税政司税源调查分析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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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8%：GD P增长8%左右。
——900万：城镇新增就业9000万人以上。

——4.6% ：城镇登记失业率4..6%以内。

——4%：居民消费价格总体水平涨幅4%左右。
——9500亿：全国财政赤字9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地方债券2000亿元。
——5万亿：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
——5000亿：企业、居民税负减轻约5000亿元。
——9080亿：中央政府投资总额9080亿元。

——420亿：中央财政拟投入4420亿元促进就业。
——3318亿：今后三年各级政府拟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投 入8500亿元，其 中央财政 投 入3318亿元。
——7161亿：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  投入71  61亿元，比2008年增加1  206亿元。

——1461亿：中央财政科技投入1461亿元，增长25.6%。
——2930亿：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比2008年预计增加439亿元，增长17.6%。
——1300亿：中央财政20099年再安排1300亿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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