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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营改增”后
我国税制发展的总体形势

现国家的政策意图。但消费税是对增值税征税范围

中特定消费品的“加征”，以前曾有建议对高档娱乐

和高档餐饮等征收消费税，但娱乐和餐饮等服务业

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在改征增值税之前，将其纳入

消费税的范围进行特殊调节不太恰当。只能考虑在

营业税内部分行业设定不同的税率甚至相同行业内

再设定差别税率加以调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对

所有商品和劳务统一适用增值税，实行普遍的中性

调节，再视情况对其中需要进行特殊调节的商品和

劳务加征一道消费税，制定差别税率，实行专门的非

中性调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税搭配彻底理顺了流

转税的税制架构问题。

二、所得税制的改革调整

（一）“营改增”有利于所得税的收入增加、比重

提高

所得税是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双主体”

税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我国税收制度形成以

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其他税种为辅助税的复

合税制结构。但在实施过程中，流转税在税收收入

总额中所占比重过高，达到60%甚至70%以上，所得

税的占比过低，只有20%多，实际上是跛行的双主体

税制。“营改增”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据测算，今年8

月1日开始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全国试

点，全年预计税收少征1200多亿元，全部推开“营改

增”后全年预计减税会达到两三千亿元。这就意味着

“营改增”后的流转税总规模减少，即纳税人在商品

和劳务的流转环节缴纳的税金减少，流转税额减少，

流转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减少；与此相对

应，纳税人获得的经营成果——“所得”就会相应有

所增加，所得税额增加，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

的比重增加，这“一减一增”非常有利于改善我国跛

行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现状。同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祝遵宏

“营改增”试点去年1月1日在上海破冰后，推进

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今年8月1日起已经在全国

全面铺开。目前的改革选择了现行营业税征税范围

全部9个行业中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

行试点，下一步将按照成熟一个行业推进一个行业

的办法，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全面的“营改增”，届时营

业税将彻底被增值税所取代。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

是我国目前的第一大和第三大税种，“营改增”在全

国推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必将助推我国现行其他

税种乃至整个税制的全面调整和改革完善。

一、流转税制的全面改革

（一）“营改增”全面体现增值税的中性调节功能

营业税属于流转税，“营改增”之前我国流转类

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驾马车”，其中

仅增值税和营业税就占我国全年税收收入的一半以

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税的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到覆盖所有的商品和劳务，真正发挥其作为中性

税种的普遍调节功能。其中不仅包括已经征收增值

税的有形动产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也包括“营

改增”以前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不动产、无形资产

和营业税7种应税劳务等共计9个行业。“营改增”全

面完成后，将彻底解决不同商品和劳务分别征收增

值税和营业税造成的流转税征税重复、税负不公等

问题，极大缓解原有税制对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

束缚。

（二）“营改增”有利于消费税的改革完善

消费税的课税定位是非中性调节的特殊税种，

其征税范围是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内，选择一些

特定的消费品，在征收增值税的同时，再加征一道消

费税，凸显对相关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的特殊调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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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企业发展的外部税收环境不合理的束

缚，消除了重复征税，必将进一步激发其生产

经营积极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

升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发展角度看，经济

发展方式会不断由粗放型逐步向集约型转变，

也会带来整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提升和企业

所得比重的相对增加，从而所得税在整个税

收收入比重得以提高。

（二）“营改增”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更为

迫切

当然，除了上述所得税的“自动”优化调

整之外，所得税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调整

完善还远未到位。“营改增”以后流转税整体

税负的结构性减税，需要其他税制改革配合。

个人所得税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批评较多，争

议较大，原因就在于税制设计不合理，又直接

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普通的工薪阶层承担

6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是不正常的。是

时候对个人所得税进行调整了，否则个人所

得税逆向调节的问题越发突出。个人所得税

把所得分成十一类分别征税，除了工资、薪

金所得最容易控管的税收征管比较好，其他

所得存在大量的偷逃税空间。总体上我国对

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征税或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征税的各种条件已基本具备，现在需要的

是政府拿出决心和勇气，不能再一直拖下去。

“营改增”以后，征管条件也更趋成熟，营业

税这个属于地税部门管理的第一大税种变为

由国税部门负责，地税部门可以腾出相当一

部分人力用于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加

大个人所得税的稽查力度。提高工薪所得以

外其他所得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度，真正发

挥该税对个人收入差距的正向调节功能，也

会进一步提高整个所得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

的比重，有利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税

制结构。

三、其他税种的改革完善

（一）“营改增”后地方如何补充新的财源

成为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营业税是全国第三大税种，地方的第一

大税种，而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

地方只能取得25%的分享份额。“营改增”

后，地方没有了营业税，地方政府就失去

了最主要的税种来源，如何寻求补充新的

收入来源就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当前确

保顺利推进“营改增”试点是第一要务，除

征管部门由地税部门变为国税部门外，其

他诸如收入归属等都未做调整，以求尽量

减少试点可能带来的困难和阻力。但改为

征收增值税后，本已紧张的地方财力更加

捉襟见肘。随着“营改增”进一步铺开直至

全面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增值税的分成

规定必然要进行规范，分税制财税体制也

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营改增”后地方的税

种来源和税收体系的构建要尽快提上议事

日程。

（二）“营改增”为资源财产等税制改

革带来契机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地方财源趋

紧，客观上也为资源、财产等税种的改革和

完善带来难得的契机。这些税种大多属于

地方税收，改革增加其占税收总体收入的

比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填补“营改增”造

成的地方税收缺口，并有利于地方税收体

系的重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认真理清思

路，按照税收服从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大

局的要求，对整个税制予以通盘考虑，积极

稳步推进改革。减少经营活动对资源、生

态、环境的破坏，强化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实行从价定率计

征；对污染物的排放征收环境税，先易后

难，逐步推进；抑制囤房炒作、房价虚高，

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开征真正意义上的房产

税。可以考虑对居民拥有的一套自住住房

暂时免税，只对二套房、多套房征税，切实

减少房产投机行为，维护房价稳定和理性

回归。通过不断探索完善房产税，也能形成

比较稳定的地方税收收入来源。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JY156）、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2YJC790299）和江苏省高校

“青蓝工程”项目（苏教师［2010］27号）资助）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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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我

国目前的第一大和第三大

税种，“营改增”在全国推

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必

将助推我国现行其他税种

乃至整个税制的全面调整

和改革完善。

10.22(核红稿).indd   51 2013/10/22   16:22:22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全面“营改增”后我国税制发展的总体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