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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部分消费品的现有关税

仍有进一步调降空间。首先，目

前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已占世界

30%以上，却仍保有较高进口关

税。如服装为16%，皮革、鞋类

为13.2%，不仅高于我国9.6%

的关税总水平，也高于欧美等国

同类产品的关税水平。其次，奢

侈品等高档消费品进口税率过

高，使得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境外

价格。2009年，我国居民境外奢

侈品消费达120亿美元，境内为

94亿美元。降低消费品进口关

税，可以将部分境外消费转化为

境内购买，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

收入，使巨大的消费潜力在国内

充分释放出来，使其更好地发挥

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第四，有利于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产品进口。扩大

进口有利于加强与发达国家的

高新技术战略合作机制，加大政

府间高技术领域磋商力度，扩大

高技术产品贸易。加快制订战略

性新兴产业进出口产品目录，对

促进国内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

产品（尤其是关键技术和关键设

备）实施大幅度关税减让，并在

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给予政策

优惠与支持。

第五，可以减少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随着外贸的不断繁

荣，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

同时，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益显

现，导致争端和摩擦不断增多，

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此次国务院出台加强进

口的措施，无疑将对我国追求贸

易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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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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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中央、地方总的政府债务余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50%，债

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一些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却不容忽视。截至2010年

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

万亿元，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

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为52.25%。同

时，这些债务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

银行系统，一旦有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爆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银行的

资产质量，导致银行体系产生风险。

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

资金充裕的优势，用好用活债务融

资工具，保持适度的公共投资规模，

将资金投向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

环节，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另

一方面，又要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

债务的管理，逐步消化存量债务，严

格控制新增债务，特别是要关注部

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存在的风险隐患，建立地方

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

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加强

金融机构放贷管理，防范和化解可

能出现的风险。

（二）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增

强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此次发生主权

债务危机的国家近些年积累了巨额债

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国的税制结

构不尽合理，难以提供稳定的收入来

源，随着经济状况起伏，政府财政收

入波动比较大。有的国家过于依赖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一些

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不但动摇

了这些国家的财政经济根基，也拖

累了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步伐，成

为当前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不

确定因素。虽然这些国家与我国国

情不同，但此次危机也敲响了警钟，

提醒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切实加强

债务管理、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

等建设，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

实际效果，促进财政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一）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增强财政经济运行的安全性。长

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积累了较大的

政府债务规模，财政状况十分脆弱。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

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动用财政资源

刺激经济增长、置换私人债务、参与

金融机构救助等，社会保障相关支出

大幅度增加，使得财政赤字及主权债

务规模急剧攀升，债务负担加剧，最

终酿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并迅速扩散

到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严重影响了

本区域经济和全球市场。与欧洲主权

债务危机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债负

担率和中央财政赤字率一直较低。

2009—2011年，在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的过程中，虽然债务绝对规模有

所增加，但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

比 例 分 别 为 2.8%、2.5%和 1.8%，

2012年这一比例将继续下降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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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等直接税种，在经济长期低迷的

情况下，税收收入下降，政府财政收

支压力突出。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世界税制的一个结构性变化趋势就

是直接税在逐步下降，而间接税呈现

上升趋势。例如德国、希腊、爱尔兰

等多个国家都不同程度提高了消费

税税率，部分国家还提高了增值税税

率。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流转税占比

低、所得税占比高的税收收入结构不

同，我国目前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

主体的复合税制结构，流转税收入占

到税收总额的65%左右，所得税收入

占比在25%左右，这种税收结构使得

税收收入受经济波动影响相对较小，

避免了在经济下滑、企业效益下降的

时候导致财政收入出现大幅波动。国

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有所

起伏，但财政收入在实施结构性减税

政策的情况下，总体上还能保持稳定

增长，与当前这种税制结构有很大关

系。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需要

根据税种特性，借鉴国际经验，结合

我国的实际情况，顺势而为，统筹推

进。特别是要协调好直接税与间接税

比例关系，继续保持间接税的主体地

位，科学合理地搭配直接税和间接

税，以促进形成持续稳定的财政收入

组织机制，有效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

配的职能作用。当前现实的选择是，

在保持税制框架总体稳定的情况下，

进一步完善间接税体系，健全增值税

制度，推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

完善消费税制度；充分发挥直接税在

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逐步建立

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制度，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

税制度。同时，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

培育地方支柱财源，实现地方财政收

入稳定增长。

（三）循序渐进推进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

续性。欧洲的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

是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

但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

与实际的财政经济实力并不相称，特

别是随着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支出

增长很快，进一步加重了政府财政

收支压力。据统计，2010年欧洲老年

人口赡养率接近24%。在高福利制度

与老龄化问题的双重困扰下，政府

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成为引发主权

债务危机的重要诱因。危机发生后，

有关国家克服重重阻力对福利制度

进行了改革，如延长退休年龄、降低

养老金水平、削减公共部门工资及

津补贴等，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财政

收支形势，但收效仍不明显。我国在

世纪之交就已步入老龄化阶段，截

至201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

比重达到13%左右，超过全球平均

水平，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特征。

随着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越来越大，

政府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

支出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

国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还不广、保

障标准还比较低，城乡居民保障体

系还没有完全统一，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社会保障

投入历史欠账较多。“十二五”时期，

我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

峰，应对老龄化挑战、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在推进我国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过程中，要

认真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

训，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

口基数等基本国情，既积极而为，又

量力而行，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

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坚持“广覆

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

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社

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同时，应未雨绸缪，科学谋划，适当

加大财政投入，加强财政资源储备，

增强社保资金保值增值功能，支持

社会保障事业稳步健康有序发展，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财经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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