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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税制度改革的方向

许安拓 

的制度设计特点，理应在保护资源和

环境上起到更大作用。现行消费税税

目中虽已包含鞭炮、焰火、汽油、柴

油、摩托车、小汽车等会对环境产生

污染的消费品以及石脑油、润滑油、

航空煤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但对水资

源、森林资源这些不可再生或再生周

期很长的资源考虑有限，造成生产者

和消费者对这些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和消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例如，

我国目前对于含磷用品、塑料包装

物、电池等高污染消费品还未课征消

费税。

（二）征收范围的“越位”。消费

税的作用之一是调节消费结构，控制

超前消费，引导消费方向，但是消费

结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

消费税征收范围应不断调整。近年

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国内产业

结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居

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很多在以前属

于奢侈消费品现在已俨然变为了必

需品，这部分消费品不应再征收消费

税，如继续征税，不仅使人们对必需

品的消费受到限制，还会使生产发展

受到影响，起到的是一种逆向调节作

用。比如，轮胎也是消费税的征税对

象，但轮胎用在客、货车、工程车等，

显然不属于“奢侈品”。

二、完善我国消费税制的

建议

（一）调整消费品的征税范围

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调整不仅应

当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民

生活消费水平，而且要考虑当前我国

奢侈品消费额不断扩大的现状。据世

界奢侈品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1年12月底，我国奢侈品市场年

消费总额已达126亿美元（不包括私

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占据全球份

额的28%，我国已成为全球占有率最

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政府倡导构建

节约和谐社会，消费税的改革也要体

现绿色消费观念，通过取消合并消费

税税目、重新开征新税目等方式，充

分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引导人们

理性消费，抑制消费过度奢侈化，构

建和谐税收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健康

稳定发展。

1.取消化妆品税目，新增奢侈

品税目。目前我国消费税中化妆品税

目的征税对象包括了各类美容、修饰

类化妆品、高档护肤类化妆品和成套

化妆品，这些产品如果不是国际知名

大品牌，成本和价格相对比较低，对

税收收入的贡献很小，而且，这些产

品几乎都是现代社会职场女性的生活

必需品，违背消费税征税目的。高档

护肤类化妆品属于奢侈品，应该对其

征收消费税，因此，建议取消现行消

费税税目中的化妆品税目，增设奢侈

品税目，仅对高档护肤类化妆品的消

费征税。同理，由于现行税目中的高

档手表、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

夫球及球具、游艇等税目也属于高级

消费范畴，故可以考虑将其一同并入

奢侈品税目分别作子目设置。除此之

外，也可以考虑将私人飞机、高档服

饰、名贵裘皮制品、高档电子产品等

我国现行消费税制自颁布以来

已实行二十余年，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行消费税制暴露出越来越多问题，

使得消费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整体功能不断弱化，有必要深入探索

和研究我国消费税发展、作用和实际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完善我国消

费税制。

一、我国消费税存在的主要

问题

税收可以分为财政目的税和经

济诱导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制扮演的

经济诱导税的角色明显不足，过多地

充当财政目的税。中央财政对消费

税的依赖还是比较大的，1994—2008

年，国内消费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

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2010年由于

成品油税费改革将成品油消费税纳入

进来，这一比重升至14.29%。客观上

更偏重于财政目的的消费税制设计带

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

征税范围“缺位”与“越位”并存，调

节生产、引导消费的功能欠缺。

（一）征收范围的“缺位”。消费

税征收范围的“缺位”主要体现在未

把某些高档商品、高档娱乐消费行为

纳入征税范围。如高档保健品、滋补

品以及鱼翅、鲍鱼等名贵食品、高档

装饰品、高档家具、高档时装和酒吧、

迪厅、桑拿等娱乐行为等。另外，我

国现行消费税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

护的消费品目太少，尤其是在我国没

有开征环保税的情况下，消费税非普

遍性和针对每个税目分别制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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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奢侈品征税范围。

另外，奢侈品的界定具有时效

性。在某一时期某种商品是奢侈品，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段时间后

可能就不再是奢侈品，因此，消费税

征税范围的调整应该是一种常态，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的奢侈

品的出现，消费税征税范围应有所变

化。因此可在奢侈品税目下设置一个

其他奢侈品子目，具体项目由财政部

或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当社会上出现

新的高档消费品时，可以及时灵活地

增加，以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

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

2.增设一次性消费品税目。2006 

年消费税征税范围调整时新增了实木

地板和木制一次性筷子这两个税目，

主要是考虑到对这两类消费品的消费

会造成大量森林资源的消耗，浪费大

量木材，不利于生态循环经济的持续

发展。但生活中一次性不可再生的消

费品不仅仅限于这两种产品，还有一

次性塑料包装物、竹制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杯子（包括纸质和塑料）、一

次性泡沫塑料饭盒等产品，以及对生

态环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电池、含磷

洗衣粉等等。因此，也应对这些产品

的消费征收消费税，可增设一次性消

费品税目，将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

筷子、竹制一次性筷子、一次性杯子

（包括纸质和塑料）、一次性泡沫塑料

饭盒、一次性电池等均作为子目来设

置，通过税收政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减少资源消耗，进而减轻

环境污染的压力。

3.增设高级消费行为税目。对

于高级消费行为，很多国家都已收取

高额的消费税，例如英国、美国对网

球、跑马、狩猎、桑拿、高档洗浴、高

档餐饮、高档夜总会等都普遍征收消

费税；日本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规

定人们在饭店吃饭超过一定标准后要

交“奢侈税”；韩国将包括赛马、滑雪、

狩猎等高级娱乐活动纳入消费税征范

围。我国现行消费税制只有对商品征

收消费税，而对高级消费行为却没有

设置相应税目征税。因此，建议将高

尔夫球运动、赛马、狩猎、射击、整形

美容等高级消费行为纳入征税范围，

并且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借鉴国外的

经验，在消费者结账付款时，通过税

务局纳税的身份信息系统，由税控收

款机直接扣除消费者的应纳税款，减

少税款征收的中间环节，控制税收流

失。将高级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收

范围，不仅有助于培养消费者作为纳

税人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填补了我国

消费税对特殊消费征税的空白，完善

了我国消费税税收制度。

4.取消对部分消费品的征税。目

前我国消费税制对酒精、轮胎和摩托

车都征收消费税，应予以取消。一方

面，酒精和轮胎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

消费品，而属于生产资料。对其征收

消费税，不仅影响生产的发展，减少

财政收入，起到逆向调节作用，而且

还会对其下游产业产生不必要的负面

影响。另外消费税实施细则规定，用

汽车轮胎作为原料生产小汽车已缴纳

的消费税税款也不能扣除，可见，汽

车轮胎消费税存在重复征收的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摩托车是农民主要的

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取消摩托车消

费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

轿车在大中城市发展很快，许多居民

拥有私家车，加之电动自行车的普

及，我国大中型城市基本上都出台了

“限摩令”，目前 80%的摩托车被销

往农村地区。此外，近年来摩托车生

产企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摩托

车消费税的取消将有利于这类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

（二）适当调整消费税的税率

1.调整现有应税消费品税率。

应对黄酒、啤酒、化妆品等一般性生

活用品以及酒精实行低税率，对具有

节能、环保特点的汽车实行低税率；

对贵重首饰、珠宝玉石、高档手表等

特殊性消费品实行高税率，对汽油、

柴油等国家稀缺资源实行高税率。与

此同时，对一些开征之初为了平衡税

改前后财政收入而设置的税目税率，

有必要对其作出调低税率和停征消费

税的调整。另外，烟酒同属于不鼓励

消费的产品，但不同档次的烟酒消费

税负担的确定仍然会对收入分配产生

重要影响，应对烟酒消费税的税率结

构进行调整，提高高档香烟、高档酒

制品的消费税税率和税负。

2.合理设定新增应税消费品税

率。针对上文中提出扩大征税范围新

增的税目，应同时对其实行高税率，

主要包括：高档电器、高档服饰、裘

皮制品等奢侈品消费，含汞和氟的电

池等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如），一次

性餐盒、一次性垃圾袋等不可回收、

不可再利用物品以及古董、古玩等高

价收藏品；以及高档娱乐、高档餐饮、

对森林资源、水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

的消费行为以及对水、空气污染严重

的消费行为等高级消费行为。

3.消费税税率实行差别征收。

在每个税目税率的设定中，应依

据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对资源（或能源）

的耗费及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而采取

差别税率，逐步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的税收导向。例如，对气缸

容量不同的小汽车应制定不同的消费

税税率，以引导消费者的正确消费倾

向，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为鼓励清

洁产品的使用，应对小汽车是否安装

尾气净化装置区别对待，并对达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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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指标（欧 IV）的小汽车和符合一

定节约资源（或能源）和环保标准的

产品给予减免消费税的税收优惠，以

促使消费者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消

费选择；另外，对于资源消费量小、

循环利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和不会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

应征收较低或免征消费税，提高消费

税的环保效果。

（三）改价内税为价外税

目前，我国开征的消费税14个

税目中除金银首饰1995年起改为零

售环节征税外，其他均在生产销售和

委托加工环节征税，属价内税范畴。

价内税具有计算方便、便于征管的优

点，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价内税的形

式掩盖了征收性质上的透明度，无法

使消费者明确自己负担的税金和国家

的消费政策导向，不利于纳税人纳税

意识的培养和纳税遵从度的提高。另

外，消费税重点税源应税消费品如烟

酒、小汽车等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价

差比较大，消费税税收流失严重。因

此，应推行消费税征收方式改革，将

消费税征税环节由生产销售环节逐步

转变为零售消费环节，培养消费者纳

税意识，使其切实感受到税收占所消

费商品价值的比重，降低人们追逐奢

侈品的欲望，促进合理消费。

征收价外消费税所采用的方法

可以与增值税相同，在专用发票上分

别注明税款和价款，也就是说，消费

税的计税依据由含税价格改为不含税

价格，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相统一。

当然目前如果把价内税改为价外税，

特别是在零售环节实行价、税分离，

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这需要税务

部门和销售部门积极引导，避免引起

应税商品的市场价格混乱。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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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的新途径       

姚 双

以满足企业对信贷产品的差异

化需求。一方面，长期以来，银

行一般针对大中型企业开发和

推广信贷产品，对中小微企业的

多元化、差异化融资需求一直未

予足够重视。在申报流程上，目

前信贷业务流程、管理体系及授

权环节相对复杂，信贷业务的成

本时间相对较大，难以适应中小

微企业量少、紧急、频繁的资金

需求。 

银行贷款申请流程长、担

保要求高、审查严格等特点使一

些中小微企业主望而却步，转

而采用民间信贷模式，一些民间

信贷机构应运而生。和银行贷款

相比，民间信贷对企业融资需求

反应迅速、对担保抵押的要求极

低，更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要

求。然而，民间贷款模式也存在

很大的不足。一是贷款成本高。

一些民间信贷机构对企业提供

小额贷款，对抵押物的要求低，

甚至无抵押，但是其贷款利率比

银行贷款高很多，增加企业经营

成本，要求中小企业具有较高的

资金周转能力。二是贷款风险

大。在国家政策对民间借贷未予

明确规定和管控的情况下，不排

除存在一些民间机构以暴力手

随着创业人群的增多，中小

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

渐突出，目前我国中小微型企业

已经突破1000万户，占企业总

数的99%。然而“融资难”问题

一直是中小微企业发展难以突

破的瓶颈。

一直以来，受宏观政策的影

响，中小微企业在面临资金瓶颈

时大多选择银行信贷的融资模

式。然而由于其本身抗风险能力

较差，难以适应银行贷款政策要

求。一方面，中小微企业大都由

个人或家族创办，从业人员数量

较少、营业规模较小、销售收入

较少，容易受宏观环境影响，整

体抗风险能力较弱。另一方面，

多数中小微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未健全，缺乏科学的企业管理体

系，对应对市场竞争的决策容易

受业主的主观影响，缺乏客观判

断，缺乏风险防御机制。银行向

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时，根

据政策需要提供担保，中小微企

业本身可供担保的固定资产较

少，难以申请到其需要的贷款额

度。如果请担保公司或自然担保

人担保，还需要反担保，给企业

造成很大的融资压力。此外，目

前银行的信贷产品及服务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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