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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小微企业税收政策成本 
唐婧妮

国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小微企业246万

户，减免税101亿元，户均仅为4106元。

不少地方出现由于小微企业获得的税

收优惠小于其付出的政策成本而放弃

优惠的情况。

（二）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复杂多变

加大其政策成本。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

经济的重要手段，为鼓励企业加快转型

升级，对税收政策的运用更为频繁。以

企业所得税为例，2014年财税部门新颁

布的税收政策和涉税文件中涉及企业所

得税的政策有57个，减免税政策39个。

政策越复杂，征纳双方需要耗费在学习

培训、准备材料、政策实施等环节上人

力、物力、财力及时间成本越高，适用

政策的准确率越低。政策越多、越复杂，

税收公平性越难以维持，对纳税主体决

策产生的扭曲越大。如按照现行增值税

起征点政策，小微企业月销售额3万元

免交增值税，一旦超过3万元则需全额

缴纳增值税。为了规避纳税，纳税人通

过使用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员的名义分别

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多个个人经营的营

业执照、分散收入规模、分解代开发票

收入等手段达到目的。这些行为属于税

收政策对纳税主体决策产生的扭曲，政

策越多，扭曲越大。此外，小微企业税

收政策缺乏稳定性也是导致政策成本

过高的重要原因。不少政策有效期短、

调整频繁。在众多的税收政策中，小微

企业享受最多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政策、增值税及营业税起征点政策变动

最为频繁。2008年至今，增值税及营业

税起征点进行了4次调整，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政策进行了6次调整。特别是

2011年和2014年，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政策进行了4次调整。经过多次调整后，

小微企业税收政策惠及面大幅提高，有

效扶持了小微企业的发展。由于小微企

业数量庞大，频繁调整税收政策也大大

提高了政策成本。

（三）税收征管不合理增加小微企

业税收政策成本。由于小微企业数量庞

大，同时设立两个机构，首先增加国税

和地税的沟通协调成本，其次对纳税人

重复管理，再次容易出现管理真空。此

外，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具有完全不

同的经营特点，当前按征管职能和税种

设立管理机构不利于税务机关对小微企

业进行专业化、精细化管理。

在影响小微企业税收政策成本因素

中，小微企业经营特征造成的政策成本

过高具有客观必然性，优化政策成本的

措施关键在完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和征

收管理制度。

（一）扶持小微企业应避免过度使

用税收政策，重在构建简单、低税负的

税收制度

可以考虑对小微企业实行低税率及

简单税制。首先税收主要来源于大中型

企业，对小微企业实行简单、低税负的

税收制度对整体税收收入影响有限。其

衡量一项政策的优劣，既要注重

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要分析实

施政策所付出的成本，后者直接影响到

政策的效率和效果。近几年，在经济下

行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为鼓励创

业，国家密集出台扶持小微企业的税收

政策。从社会各界对政策的评价看，社

会关注点主要放在政策对社会经济的

促进作用上，而对政策成本关注不多。

从当前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实施情况看，

尽管缺乏税收政策成本的统计资料，通

过相关资料分析可以推断小微企业税

收政策成本过高，应采取措施降低，以

营造良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税收

环境。

（一）小微企业经营特征导致其税

收政策成本高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

具有面广、量大、规模小的经营特点，

其特点使得小微企业的政策成本远高

于大中型企业。从税务部门看，将税收

优惠政策宣传到位、执行到位、检查到

位，需要税务部门付出极大的人力、物

力、财力。从纳税人看，多数优惠政策

按产业进行优惠，享受优惠的政策程序

及需要准备的相关资料小微企业与大

中型企业基本一致，所投入的人力、物

力、财力及耗费的时间成本差别不大。

但小微企业规模小，单个小微企业获得

的税收优惠有限，获得的税收效益远远

低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没

有规模效益。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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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小微企业实行简单、低税负的税收制度可以

为小微企业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税收环境，没

有必要通过频繁调整税收政策扶持小微企业，从而

大幅度降低小微企业税收政策成本。构建小微企业

简单、低税负的税收制度，可以结合当前税制改革

进程，在“营改增”全面完成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实行低税率的“统一税”。小微企业包括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有

完整的抵扣链条，对属于一般纳税人的小微企业实

行合并征收将打断增值税抵扣链条，所以一般纳税

人不宜实行“统一税”。“统一税”以收入或利润为

计税依据，税率需要深入研究。

（二）按“简化、普惠、长期化”原则逐步完善

当前小微企业税收政策

逐步整合优化小微企业的各类税收政策，减

少差异性政策，增加普惠性政策。全面分析针对不

同产业、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税收政策，政策有

交叉重合的考虑合并，政策效果好的考虑扩大优

惠面。比如对职工教育经费支出扣除标准问题，基

本规定是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的部分准予扣

除。同时根据产业不同，出台不同的优惠政策。从

提升职工职业素质和能力角度考虑，按不同行业确

立不同扣除标准不仅有失公平，而且增加政策的复

杂性，对该项政策就可以考虑成为普惠性政策扩大

到各类产业。诸如此类的税收政策还有不少，有必

要全面分析各类税收政策后进行优化整合。

减少政策的限制条件，简化政策程序。对各类

政策优化整合可以减少政策的类型，减少政策限制

条件则可以简化政策程序。当前不少优惠政策限

制条件过多，导致享受政策程序过于复杂。可以考

虑以年度收入为标准，低于一定收入的按低税率征

收，超过一定收入水平的按正常税率征收。相对于

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收入指标更容易确定，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也需要提供该指标，不需另行提供

相关材料。

逐步清理临时性税收政策，需要保留的予以

长期化。为避免频繁调整税收政策，未来尽量减少

临时性政策的出台，对当前短期性税收政策进行深

入研究，政策效果不佳的到期后不再延续，效果好

的予以长期化。

（作者单位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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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郯城：
乡村电动公交车开通了

山东省郯城县投入财政资金600余万元购置纯电动

公交车，并完善站点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镇村公交

事业发展。目前，全县已开通村镇公交线路3条，投放纯

电动公交车10辆，实现了镇村公交同城市公交、城乡公

交、班线客运的有效衔接，使广大群众真正享受到了“安

全出行、便捷出行、绿色出行”。

李井水｜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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