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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货物劳务税宏观调控职能
沈　彤

进
一步发挥货物劳务税宏观调控职能，使

货物劳务税更好地调节经济发展和居民

收入分配，是实现调结构、促发展、保

增长、惠民生目标的必然要求，符合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的特点和内在要求。

一、进一步发挥货物劳务税宏观调控职
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现行货物劳务税制度的主体是1994年确立

的。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需要进行必要的

调整。

一是货物劳务税具有深入广泛调控经济的

基础。在不同的税制结构中，税收对收入分配的

调节以及收入公平的实现会有较大差异。在以所

得税为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收收入来源的税收结

构中，所得税收入一般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

上，货物劳务税收入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20%，

这样的税收结构对公平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具有

更加直接和明显的效果。然而我国税收收入中货

物劳务税收入比重达到60%以上，同时，货物劳

务税制度广泛深入触及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可

见，我国的货物劳务税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具

有最为显著的作用。基于这样的禀赋，货物劳务

税应该承担起相应的历史责任，即在制度层面做

出进一步整体优化设计，使货物劳务税更加适应

经济发展要求，既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分配方式更

加合理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和居民能进

一步感受到货物劳务税制度的变化顺应生产经

营和生活的自然选择，又能够充分地体现不同传

统产业和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富有制度

的亲和力。

二是货物劳务税制度没有充分发挥调节居

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当前居民收入分配特点是收

入水平不高，收入分配欠合理。近年来，社会财

富在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已逐渐引起更

大关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

右，90年代中期为0.42，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

0.48，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

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全国30%的人拥

有70%的居民储蓄存款，一边是居民存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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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破纪录，一边是许多家庭根本没什

么存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1910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5919元。在这种居民收入格局中，要实

现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调控目

标，应在稳妥运用个人所得进行直接调

节的同时，重视进一步发挥货物劳务税

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即通过货物劳务

税的间接调控特点，在消费环节实行更

为有力的调节，这不仅有利于实现税收

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目标，还能够更好地

保持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

三是消费税征收范围和调节力度

不够充分。现行消费税制度承担的调节

职能主要是调节特定的生产和消费。在

新的历史时期，消费税制度调节特定生

产、消费结构的范围和力度应进行科学

有效调整，进一步明确肩负起节能减排

和环保增效的使命。

四是营业税部分征收范围存在重

复课征。货物和劳务的日常流转具有相

互自然融合的特点，由于对货物和劳务

的流转分别主要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而增值税、营业税的征收机制不同，在

制度层面上影响了货物和劳务联动发展

的内在规律。因此，普遍优化对劳务征

收流转税的方法，能够进一步消除体制

机制影响，明显促进制造业、生产性服

务业和科技研发三者的有机融合。

五是进出口税收政策对高能耗、高

物耗、高污染和重要自然资源产品的调

控需要整体考虑。不仅需直接有力调整

该类产品及其延伸产品的进出口税负，

同时，也应不因临时照顾个别产业的经

营而放宽相应的进出口税收政策。

二、进一步发挥货物劳务税宏观
调控职能的基本原则

一是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

则。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基本目标是

消除体制机制方面影响，有效促进制造

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研发三者的有

机融合，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

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

二是保持中低收入阶层福利和增

强货物劳务税制整体调控能力原则。税

收调节作用的发挥主要应在国民收入分

配过程中，通过一个完整的税制体系对

个人收入的来源、分配、使用、财富积

累与转让等财富的流转和存量进行直接

和间接调节来实现。流转税主要是从个

人可支配收入的使用方面进行间接调

节，以减少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实现对收

入分配的调节，尤其是对某些特殊消费

品或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在这方面

发挥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大。增强货物劳

务税制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调控能力，正

是通过利用货物劳务税易于转嫁的特

点，起到在消费环节进行调节收入分配

的作用，同时可以尽量避免减少中低收

入群体的福利损失，有利于改善民生。

三是渐进性改革和实行结构性减

税原则。完善货物劳务税制度体系，应

遵循渐进原则，避免对短期收入规模产

生较大幅度影响。当前居民养老、医疗

和教育的个人负担比重处于上升阶段，

要坚持结构性减税方向，顺应实现民富

国强要求。

三、进一步发挥货物劳务税宏观
调控职能的具体构想

一是大幅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

征点。个体经营常见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大幅调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

有利于提高个体经营者的家庭收入水平

和福利，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创业，有利

于实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目标，有利

于增强经济活力。

二是增强消费税调节能力。我国消

费税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设置的，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

高而经历了几次调整。调整的目的主要

是考虑环境保护、合理引导消费等，在

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充分，对高能

耗、高污染、重要资源消耗多的消费品

的调节效果不够明显。应按照科学发展

的要求，不断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提高消费税调节力度。应研究将重要矿

物产品、能源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

围。

三是积极稳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

围，相应调减营业税征收范围。要全面

整合对货物、劳务流转环节征收货物劳

务税的基本方法，消除货物劳务税在经

济主体提供货物和劳务时的基本差异，

统一和理顺在三次产业间生产经营活动

的征税政策，

四是逐步降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

同时进一步增强消费税调控深度广度。

增值税是货物劳务税制度的基本制度，

相对稳定，而消费税应具有更加灵活

的调节能力。目前实行的增值税税率自

1994年确定以来，在保持税收收入增长

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税收收入相对规模的持续增长，增值

税法定税率具有在货物劳务税制度框架

中统筹调低的空间。在扩大增值税征收

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征收范围的改革

过程中，建议逐步调整增值税的基本税

率，同时在增值税征税空间中进一步拓

展消费税调控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提高

货物劳务税对经济调节的整体弹性，更

好地实现改善民生和调节经济的目标。

五是按照不同产品特点进行更加

科学合理的分类，降低高能耗、高物耗、

高污染和重要自然资源产品及其间接相

关产品的进口税收，提高该类商品出口

税收。并且不因临时照顾个别产业的经

营和区域发展而放宽相应的进出口税收

征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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