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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财政问题是由人民的赋税和军队与

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我们的

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

赋税就可以愈减轻。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

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

策的指示》中指出：县区党政工作人员

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当以90%的精力

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

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

后者便轻而易举。在生产运动中，不注

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

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

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

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

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

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

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

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

报告中再次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

一的累进税；减租减息，适当保证佃权。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

月—1949年9月）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

力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问题方面，即领导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政府

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为了保障革命战

争的需要和人民政权的建设，更加重视

经济、财政和税收工作，税收政策进一

步完善。第一，继续强调精兵简政，减

轻民负。第二，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

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

给；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集中领导，

分散经营等基本原则。第三，确定了新

解放区的税收政策，即可以暂时利用旧

政权的税务机构和税法征税，并加以控

制和改造。第四，开始考虑新中国的税

制建设问题，并最终科学地确定了新中

国的税收政策。此外，彻底否定了打土

豪的做法，同时逐步改变了土地政策。

194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工作的指示》中

规定：对于税收，除去其苛杂部分以外，

一般的暂时照旧征收。1949年1月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绥蒙税收问题

的通报》，将绥蒙区党委关于绥远解放

以前伪政府的税收情况和解放以后新政

府的征税办法通报各地党的领导机关，

以供解决新解放城市的税收问题参考。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

央起草的党内指示《1946年解放区工作

的方针》中规定：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

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1946

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

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

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

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发展生产，保障

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

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

仍然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原则。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

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

潮》中规定：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

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此基础上正确

地解决财政问题。第一项原则是发展生

产，保障供给。第二项原则是军民兼顾，

公私兼顾。第三项原则是集中领导，分

散经营。

同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

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

定：除了划归政府管理者以外，乡村中

一切地主的土地和公地由乡村农会接

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照乡

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

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

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

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

财经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必须认清，

只有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才是积极

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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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

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

自己最基本的任务。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提出：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

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

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革命胜

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还需要

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

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对资

本主义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

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按照

各地区、各行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

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同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

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中规定：关于财政经济工

作的统一问题，应当在分区经营的基础

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

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各老解放区的关

税、盐税、统税，应当有步骤地分别由

中央统一管理；农业税和其他税目、税

率，应当报告中央，以便在必要的时候

调整。新解放区的税收，应当由各解放

区根据中央规定的方针自行实施，待秩

序安定以后再送中央审核。

同年9月29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具

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历史性文献——《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纲领的第四十条中规定了新中国

的税收政策：“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

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

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

税制，实行合理负担。”从而以近似立法

的形式科学地确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

策，可以说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

税收政策与实践的结晶，是新中国税制

建设的指南。

（作者为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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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税收收入情况分析

一、7月份税收收入增长的总体情况

2011 年 7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

8679.61亿元，增收1756.92亿元，同比增

长25.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了8.8个百

分点。

7月份税收收入增长的总体特点 ：一是

税收总收入增速放缓。7月税收收入同比增

长25.4%，比1—6月的累计增速回落了4.2

个百分点。二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主体税种保持平稳增长。增值税、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平稳增长，7月份

同 比 增 长 14.5%、28.2%、34.4% 和 36.0%。

三是国内消费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

税增速明显回落。国内消费税、土地增值

税、车辆购置税同比增长10.4%、39.4%和

10.4%，增 速 比 1—6月 分 别 回 落 了 9.8、

51.7和 7.6个百分点。四是进口环节税收

增速放缓。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增

长21.7%，增速比1—6月回落了15.4个百

分点，关税同比增长16.3%，增速比1—6月

回落了15.8个百分点。

2011年 7月份部分税种出现增速放缓

的主要原因 ：一是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速回

落，导致与经济指标密切相关税种的增速

放缓。二是受国内收紧流动性、海外经济复

苏缓慢等影响，进口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一

般贸易进口额增速放缓，导致进口环节税

收增速明显回落。三是炼油行业低位运行

和汽车市场的低迷，导致成品油消费税、增

值税负增长以及与汽车产销量密切相关的

车辆购置税和汽车消费税增速明显回落。

四是部分上年末税收收入在今年头两个月

集中入库以及税务机关提高土地增值税预

征率的翘尾增收影响，使得税收收入增速

前高后低。

二、主要税种收入情况

(一)国内增值税

7月份，国内增值税收入平稳增长，完

成收入 1754.94 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

20.2%，同比增长14.5%，比去年同期增速

加快了4.2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绝大多数行业的增值税实现

增长，其中，有色金属和电信设备增值税增

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44.9%和 39.5%。

国内增值税平稳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

是工业增加值稳步增长。6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15.1%。二是消费

品价格水平和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升。6月份

CPI上升到6.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7%。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使得增值

税税基扩大，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

涨7.1%。四是有色金属和电信设备工业增

加值快速增长使得上述两个行业增值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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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较高。6月份有色金属和电信设备工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14.6%和 15.6%。

（二）国内消费税

7月份，国内消费税增速明显回落，完成收

入548.62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6.3%，同比增长

10.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4.6个百分点。

分产品看，贵重首饰、卷烟和酒产品消费税

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52.2%、25.5% 和

21.0%。摩托车、成品油为负增长，同比分别下降

26.4%和 2.3%。

与1—6月相比，国内消费税收入增速明显回落

的主要原因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炼厂购

油成本上升，加之6月份很多炼厂进行检修，国内

原油加工量下降，成品油供应量和消费量减少，导

致6月份成品油消费税同比减收。6月份成品油产

量同比下降0.6%，其中汽油产量同比下降4.2%。成

品油消费税约占消费税总额的40%，成品油消费税

减收拖累消费税整体增速放缓。二是摩托车工业

产销持续低位运行，导致摩托车消费税同比下降

26.4%。6月份摩托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20.64%

和 13.95%。

（三）营业税

7月份，营业税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完成收入

1332.01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5.3%，同比增长

28.2%，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14.1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邮政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业服

务业以及房地产业营业税收入增长较快，同比分别

增长41.5%、33.9%、26.7%和 25.9%。

营业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网上购物消

费模式的流行带动邮政快递行业迅猛发展，从而带

动邮政业营业税的增长。6月份邮政企业和全国规

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6.5%。二

是上半年央行三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企业

贷款利息收入大幅增加，同时银行业信贷业务稳步

增加，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带动金融业营业税较

快增长。截至2011年 6月 30日，全部金融机构人民

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9%。三是租赁、代理

等各类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行业营业税

的增长。四是房地产市场交易额实现较快增长，带

动房地产和建筑业营业税较快增长。6月份商品房

销售额同比增长47%。

（四）企业所得税

7月 份，企 业 所 得 税 快 速 增 长，实 现 收 入

2623.02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30.2%，同比增长

34.4%，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23.1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工业行业企业所得税增长较快，同

比增长30.1%，其中，有色金属、酒、建材行业企业

所得税增速迅猛，同比分别增长106.4%、100.7%和

84.7%。其他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业企业所得税同比

下降外，其他行业企业所得税都实现较快增长。

企业所得税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

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增长，带动工业企业所得税大

幅增长。1—6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8.7%。二是企业所得税退税减少，导致同期收入

增长较快。与去年同期相比，2011年企业所得税退

税额减少了53.5%，如果剔除企业所得税退税因素，

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22.8%，增速平稳。三是

国际市场生铁、钢材以及有色金属等工业原材料价

格大幅上涨，导致国内有色金属、建材等相关行业

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今年前5个月，有色金属矿采

选行业利润增长50.6%。四是酒类企业经营效益大

幅增长，带动酒类行业企业所得税快速增长。二季

度白酒行业企业利润增长44.3%。

（五）个人所得税

7月份，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完成收入505.84

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5.8%，同比增长36.0%，比

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14.1个百分点。

分项目看，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速较高，同比增长

151.9%，其中，房屋转让所得税同比增长120.5%。

劳务报酬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和个体工商户

生产经营所得税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38.1%、

30.7%和 12.8%。储蓄利息所得税同比下降54.8%。

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随着资

本市场发展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个人股

权转让以及房屋转让收入大幅增长，带动居民个人

的财产转让所得税快速增长。二是我国城镇职工工

资水平有所提高，带动工资薪金所得税增加。今年

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

18%。三是税务机关加强了对高收入者及居民股权

转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保证了个人所得税税款的

及时足额入库。

（六）进口环节税收

7月份，进口环节税收增速回落。进口货物增

值税、消费税实现收入 1171.31亿元，同比增长

21.7%，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12.7个百分点。关

税实现收入214.87亿元，同比增长16.3%,比去年

同期增速回落了21.1个百分点。进口环节税收收入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6%。

与 1—6月相比，进口环节税收增速回落主要

是受国内收紧流动性、海外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

响，进口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速

放缓。7月份，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长29.6%，增速比

1—6月回落了3.4个百分点。 

三、其他税种收入情况

（一）契税

7月份，契税收入较快增长，完成收入199.64

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2.3%，同比增长27.0%，比

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4个百分点。

契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回暖，

房地产交易额实现较快增长，带动契税收入相应增

加。6月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47%。

（二）土地增值税

7月份，土地增值税增速明显回落，完成收

入158.39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8%，同比增长

39.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6.3个百分点。

与1—6月相比，土地增值税收入增速明显回落

的主要原因是前期基数较高。从2010年 5月开始，

各地税收征管部门加强了对土地增值税的预征和清

算管理，提高土地增值税预征率，除保障性住房外，

东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不低于2%，中部和东北地区省

份不低于1.5%，西部地区省份不低于1%。上述政策

调整产生翘尾增收影响，今年上半年土地增值税收

入增速高达91.1%。7月份，翘尾影响逐渐被消化，

土地增值税增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三）房产税

7月份，房产税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完成收

入93.38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1%，同比增长

20.8%，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3.0个百分点。

房产税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 ：一是办公楼和商

业营业用房的保有量快速增长。6月份，办公楼销

售额同比增长32.4%，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同比增

长50.6%。二是房屋租赁价格稳步上升。6月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中的居住类指数同比上涨6.2%，其中

住房租金价格上涨5.9%。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

7月份，城镇土地使用税实现较快增长，完成收

入127.09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5%，同比增长

25.9%，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4.9个百分点。

城镇土地使用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办公楼

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持续增长。6月份，办公

楼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3.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

积同比增长27.1%。

（五）车辆购置税

7月份，车辆购置税收入增速大幅回落，完成收

入156.79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8%，同比增长

10.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34.6个百分点。

车辆购置税增速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

部分城市治堵限购、油耗准入政策实施等多重因素

影响，汽车销售市场低迷。7月份，全国汽车销量同

比增长2.18%，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12.24个百分

点。二是摩托车工业产销持续低位运行，量价齐跌。

（六）证券交易印花税

7月份，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完成收

入48.61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0.6%，同比增长

80.2%，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135.4个百分点。

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

股市回暖，7 月份沪深两市股票成交金额同比增

长 29%。二是上年同期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基数

较小。

( 财政部税政司税源调查分析处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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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较高。6月份有色金属和电信设备工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14.6%和 15.6%。

（二）国内消费税

7月份，国内消费税增速明显回落，完成收

入548.62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6.3%，同比增长

10.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4.6个百分点。

分产品看，贵重首饰、卷烟和酒产品消费税

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52.2%、25.5% 和

21.0%。摩托车、成品油为负增长，同比分别下降

26.4%和 2.3%。

与1—6月相比，国内消费税收入增速明显回落

的主要原因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炼厂购

油成本上升，加之6月份很多炼厂进行检修，国内

原油加工量下降，成品油供应量和消费量减少，导

致6月份成品油消费税同比减收。6月份成品油产

量同比下降0.6%，其中汽油产量同比下降4.2%。成

品油消费税约占消费税总额的40%，成品油消费税

减收拖累消费税整体增速放缓。二是摩托车工业

产销持续低位运行，导致摩托车消费税同比下降

26.4%。6月份摩托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20.64%

和 13.95%。

（三）营业税

7月份，营业税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完成收入

1332.01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5.3%，同比增长

28.2%，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14.1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邮政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业服

务业以及房地产业营业税收入增长较快，同比分别

增长41.5%、33.9%、26.7%和 25.9%。

营业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网上购物消

费模式的流行带动邮政快递行业迅猛发展，从而带

动邮政业营业税的增长。6月份邮政企业和全国规

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6.5%。二

是上半年央行三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企业

贷款利息收入大幅增加，同时银行业信贷业务稳步

增加，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带动金融业营业税较

快增长。截至2011年 6月 30日，全部金融机构人民

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9%。三是租赁、代理

等各类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行业营业税

的增长。四是房地产市场交易额实现较快增长，带

动房地产和建筑业营业税较快增长。6月份商品房

销售额同比增长47%。

（四）企业所得税

7月 份，企 业 所 得 税 快 速 增 长，实 现 收 入

2623.02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30.2%，同比增长

34.4%，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23.1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工业行业企业所得税增长较快，同

比增长30.1%，其中，有色金属、酒、建材行业企业

所得税增速迅猛，同比分别增长106.4%、100.7%和

84.7%。其他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业企业所得税同比

下降外，其他行业企业所得税都实现较快增长。

企业所得税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

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增长，带动工业企业所得税大

幅增长。1—6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8.7%。二是企业所得税退税减少，导致同期收入

增长较快。与去年同期相比，2011年企业所得税退

税额减少了53.5%，如果剔除企业所得税退税因素，

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22.8%，增速平稳。三是

国际市场生铁、钢材以及有色金属等工业原材料价

格大幅上涨，导致国内有色金属、建材等相关行业

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今年前5个月，有色金属矿采

选行业利润增长50.6%。四是酒类企业经营效益大

幅增长，带动酒类行业企业所得税快速增长。二季

度白酒行业企业利润增长44.3%。

（五）个人所得税

7月份，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完成收入505.84

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5.8%，同比增长36.0%，比

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14.1个百分点。

分项目看，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速较高，同比增长

151.9%，其中，房屋转让所得税同比增长120.5%。

劳务报酬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和个体工商户

生产经营所得税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38.1%、

30.7%和 12.8%。储蓄利息所得税同比下降54.8%。

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随着资

本市场发展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个人股

权转让以及房屋转让收入大幅增长，带动居民个人

的财产转让所得税快速增长。二是我国城镇职工工

资水平有所提高，带动工资薪金所得税增加。今年

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

18%。三是税务机关加强了对高收入者及居民股权

转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保证了个人所得税税款的

及时足额入库。

（六）进口环节税收

7月份，进口环节税收增速回落。进口货物增

值税、消费税实现收入 1171.31亿元，同比增长

21.7%，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12.7个百分点。关

税实现收入214.87亿元，同比增长16.3%,比去年

同期增速回落了21.1个百分点。进口环节税收收入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6%。

与 1—6月相比，进口环节税收增速回落主要

是受国内收紧流动性、海外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

响，进口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速

放缓。7月份，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长29.6%，增速比

1—6月回落了3.4个百分点。 

三、其他税种收入情况

（一）契税

7月份，契税收入较快增长，完成收入199.64

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2.3%，同比增长27.0%，比

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4个百分点。

契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回暖，

房地产交易额实现较快增长，带动契税收入相应增

加。6月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47%。

（二）土地增值税

7月份，土地增值税增速明显回落，完成收

入158.39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8%，同比增长

39.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6.3个百分点。

与1—6月相比，土地增值税收入增速明显回落

的主要原因是前期基数较高。从2010年 5月开始，

各地税收征管部门加强了对土地增值税的预征和清

算管理，提高土地增值税预征率，除保障性住房外，

东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不低于2%，中部和东北地区省

份不低于1.5%，西部地区省份不低于1%。上述政策

调整产生翘尾增收影响，今年上半年土地增值税收

入增速高达91.1%。7月份，翘尾影响逐渐被消化，

土地增值税增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三）房产税

7月份，房产税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完成收

入93.38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1%，同比增长

20.8%，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3.0个百分点。

房产税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 ：一是办公楼和商

业营业用房的保有量快速增长。6月份，办公楼销

售额同比增长32.4%，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同比增

长50.6%。二是房屋租赁价格稳步上升。6月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中的居住类指数同比上涨6.2%，其中

住房租金价格上涨5.9%。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

7月份，城镇土地使用税实现较快增长，完成收

入127.09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5%，同比增长

25.9%，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4.9个百分点。

城镇土地使用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办公楼

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持续增长。6月份，办公

楼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3.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

积同比增长27.1%。

（五）车辆购置税

7月份，车辆购置税收入增速大幅回落，完成收

入156.79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1.8%，同比增长

10.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34.6个百分点。

车辆购置税增速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

部分城市治堵限购、油耗准入政策实施等多重因素

影响，汽车销售市场低迷。7月份，全国汽车销量同

比增长2.18%，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12.24个百分

点。二是摩托车工业产销持续低位运行，量价齐跌。

（六）证券交易印花税

7月份，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完成收

入48.61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0.6%，同比增长

80.2%，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135.4个百分点。

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

股市回暖，7 月份沪深两市股票成交金额同比增

长 29%。二是上年同期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基数

较小。

( 财政部税政司税源调查分析处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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