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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基准利率

由0.05%下调至0%；日央行更是实行

负利率，持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

分化，或增加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

在。金砖国家中，巴西、俄罗斯都陷入

了衰退，特别是巴西，经济增长持续萎

缩，2015年GDP萎缩3.8%，预计今年将

萎缩3.66%；俄罗斯经济也陷入泥潭，

未来三年内经济难有实质性改善。三是

大宗商品价格恐持续低位运行。大宗商

品价格低位运行特别是油价下跌，不仅

威胁石油出口国经济，对石油进口国的

积极影响也相对有限，且进一步压低了

主要经济体通胀预期。四是地缘政治风

险上升。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朝核问题

等加大了亚洲地缘政治风险。此外，乌

克兰危机尚未偃旗息鼓，难民危机持续

发酵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事件使得欧

洲国家社会动荡加剧，政治风险上升。

五是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土耳其首都安

卡拉爆炸案、比利时布鲁塞尔连环爆炸

恐怖袭击等冲击波在给所在国带来经

济损失的同时，也对所在国和相关区域

的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利影响。

总的来看，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

济仍将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修复期，

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下降，新的增长动能

尚未确立，仍会维持低利率、低通胀、

低增长、高负债的“三低一高”态势，复

苏将依然疲弱乏力。IMF已将2016年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到

3.2% ；世界银行则将2016年世界经济

增长预期下调至2.9%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也将2016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从3.3%调降至3%，为近五年

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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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间接税的九大变动趋势
张文春

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

国际税收竞争和金融危机造成的预算压

力，全球公司所得税税率持续下降，而

增值税税基扩大,税率不断提高，因而

影响了全球各国的税制结构从直接税向

间接税转变。增值税/货物与劳务税制

（VAT/GST）已经遍及全球，以增值税为

核心的间接税制走向成熟。尤其是上世

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为代表的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税

制结构已经从更多地依靠对劳动力和公

司所得征收的扭曲性税种转向了像消费

税那样的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种。

增值税是OECD国家和其他国家税收收

入的最重要来源，平均大约有20%的税

收收入来源于增值税。无论是从全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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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还是从各个地区来看，间接税占全部

税收收入的比重都上升了。

30多年来,间接税的全球趋势表现

在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大趋势：增值税席卷全球,成

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税收事件。具有

“印钞机”美誉的增值税在某些国家称

为货物与劳务税、货物税或消费税。从

1954年法国首先引入增值税，在短短60

年的时间内，增值税迅速扩大到160多

个国家和地区。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6

国、印度等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试图

引入增值税。增值税从欧洲迅速传播到

非洲、亚洲、大洋洲和除了美国之外的

美洲国家。

第二大趋势：增值税标准税率的

强劲提高。在过去的30多年，特别是近

5年间，OECD各国的增值税标准税率

出现了强劲的上升，OECD增值税标准

税率的平均值在2014年达到了历史新

高，为19.1%，2015年又上升了0.1个百

分点，达到了19.2%。在2009年到2014

年间，OECD中有21个国家至少一次提

高了本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2009年只

有4个国家的税率超过22%，2014年则

达到了10个。欧洲联盟成员国的21个

OECD成员国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值

达到了21.7%，大大高于OECD成员国

的平均值。从全球范围看，最佳税率是

15%到25%，普遍为3到5个税率档次。

第三大趋势：增值税的税基得到

拓宽。在大多数OECD成员国提高本国

增值税标准税率的同时，也有几个国家

采取了拓宽本国增值税税基的措施。许

多国家出于公平和社会目标继续适用增

值税的低税率和免税项目，但是，通过

限制低税率和免税的使用而拓宽增值税

税基使得各国可以在不提高标准税率的

情况下增加税收收入，且可以降低遵从

成本和管理成本。在一定情况下，甚至

可以通过拓宽税基来降低增值税的标准 

税率。

第四大趋势：增值税的低税率依

然流行。许多OECD国家针对很多产品

继续实行降低利率，比如基本要素、文

化、体育或药品。在增值税标准税率上

升的同时，适用该税率的税基通常没有

变化。从2009年开始，OECD大部分国

家都至少提高了一次标准税率。降低的

税率要么没有上升，要么比标准税率上

升的幅度小。OECD国家中有5个成员

国变动过低增值税税率，但没有国家放

弃低税率。大部分OECD国家对不易征

收的活动（如金融业）和/或政府鼓励的

活动（如基础医疗、慈善和教育）实行了

税收减免。

第五大趋势：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

接税正在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电子商务

和虚拟货币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关注

的一个问题，许多国家都将电子商务和

虚拟货币纳入了间接税的征税范围。

第六大趋势：跨境贸易的增值税协

调，《国际增值税/货物与劳务税指南》

成为国际规则。增值税的全球拓展和经

济活动的全球化促进了增值税制度的加

强互动以及税率的增长，增值税成为国

际贸易中的重要事项。OECD制定的《国

际增值税/货物与劳务税指南》为国际

贸易、跨境服务和无形资产交易适用增

值税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即保持中性、

对服务业和无形资产的B2B交易实行目

的地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跨境交易

下由于增值税适用的非一致性造成的双

重征税或者逃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亚洲 11.70 11.64 11.84 12.24 12.35
欧洲联盟 19.52 20.45 20.76 21.13 21.32
拉丁美洲 14.08 14.37 12.78 12.79 12.87
经合组织 17.64 18.26 18.58 18.88 19.32
全球 15.39 15.70 15.33 15.50 15.54

来源：作者整理

2009—2013年全球间接税的收入贡献度（占全部税收收的%）

第七大趋势：增值税收入的上升空

间很大。由于税基受到侵蚀等原因，增值

税的收入比率很低，还有非常大的提升

空间。要提高增值税收入方法之一就是

拓宽税基，让目前适用低税率的商品和

服务逐渐过渡到标准税率。而更加直接

的方法是不再借助增值税体系补助低收

入家庭，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

第八大趋势：特别消费税（excise 

taxes）对一系列特定的商品征税，采用

从量和从价两种计征方法。在OECD和

世界范围内，特别消费税一般适用于酒

精饮料、烟草制品和燃料，税基、计算

方法和税率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这反

映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消费税越

来越多地被用来引导消费者的行为，以

达到人民健康和保护环境的目标。精心

设计的环境税不仅可以发挥扩大收入

和保护环境、保护人民健康的双重红利

效应，而且能够改善相关国家的税制      

结构。

第九大趋势：各国和地区的税务当

局都将税收执法作为了重点。各国税务

当局积极应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手段加

大间接税的管理力度。新规则和工具的

出现使得税务当局能够更加方便容易地

获得纳税人的相关信息，税务审计的频

率增加了，同时提高了税务审计的效率

和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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