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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
本刊评论员

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通过对税收政策进行有增有减的
调整，优化税制结构及其构成要素，从而减轻企业和居
民的税收负担，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有效需求，激发经
济活力，刺激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2008年，我国首次提出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
采用税收减免、降低税率等直接优惠和加计扣除、投资
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实施减税措施70余项，涉及十几个
税种，减税规模数千亿元，结构性减税政策在有效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国经济在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陷入经济低迷的状态下仍能
保持稳定增长势头。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为应对经济
增长放缓，提出继续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力度。

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紧密出台，有序推进，取得
了显著的成果。平稳推进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提高工
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
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级
距，切实减轻了居民税收负担。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
营业税起征点，落实并完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政策，减轻中小微型企业负担，激发了经济活力。
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推行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并稳步扩大试点范围，激励服务业加快发
展步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扩大内需奠定了坚实基
础。降低居民日用品等商品进口关税，免征蔬菜批发零
售环节增值税，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营的税收优惠政
策和鼓励大学生、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创业
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居民生活成本，增加了居民可
支配收入，切实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今年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仍然是经济工作的主
要任务和贯彻积极财政政策、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进行全局、宏观和长远的
制度设计，进一步突出重点，将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与
深化税制改革统筹协调，与其他调控手段相互配合，逐
步建立健全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财税政策
体系和监督管理机制，妥善处理好提高市场效率、促进
社会公平与保持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应与深化税制改革相结合，进

一步优化税制结构。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货物与劳务税和所得税、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例不协
调。由于货物与劳务税属于中性税收，在调节收入的作用
上具有累退性，因此，货物与劳务税比例过高的税制结构
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今后，应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范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使其逐步扩大到
全部服务业领域和全国范围。深入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
革，坚持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改革方向，通过科学设计税
收减免与扣除项目、逐步优化税率级次与结构，在降低低
收入税负的同时，强化对高收入者的征收调节。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应与健全地方税体系相结合，
进一步完善财政收入体制。目前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相
对滞后，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相对便利、收入充足、
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或中央地方共享
税，而留给地方的大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
本高和收入不稳定的小税种，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通过地
方税有效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今后，应逐步完善
地方税收体系，构建合理并可持续的地方财源结构，积
极推进房地产税制和资源环境税制改革，使房产税、资
源税和环境税逐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并赋
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管理权限，将一些与地方经济社
会相关度大、更富地方特性的税种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地
方政府。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应与完善预算管理制度相结
合，进一步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减税政策作为
一种税式支出，相当于财政支出的替代，是政府公共政
策和公共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尽快将其纳入国家预
算体系，建立专门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源调查和税收
分析工作制度，建立健全结构性减税政策数据库，并对
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和定量评估，提高减税政策效率。同
时，明确税收调控作用的有限性，积极与其他调控手段
相配合。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等制度，
更大范围地将其纳入预算体系，统筹安排财力资源，在
不影响满足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需求的基础上，把握好减
税的力度，处理好“发展财政”与“民生财政”的关系，协
调推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和保障与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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