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一条龙”和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

理；强化了个体工商户和集贸市场税

收管理等等。

科学化、精细 化的税收征管实践，

大幅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水平，

有效抑制了偷选税现象，缩小了税收

收入 能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提

高了税收的足额征收率。

有人认为，“税 收收 入的 基数 越

大，增长的空间应当越小，增长的比例

也应当越低”。我们认 为，这个立论本

身就是错误的。无论从 经济常识还是

数学常识 来看，世界上的事物发展及

其 数量变化都不 存在“基数越大，增

长空间越小”的规律。税收收入的增

长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的基数越来

越大，但增长率并没有越来越低，如

近年来 G D P 每年都保持 10% 以上的

增速，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经济指标

每年都保持 20% —30% 的增长率，相

应地税收的增长速度也保持在20% ——

30% 左右。并没有出现““基数越大，增
长比例越低”的现象。

税收 来源于经济，经济发展的速
度决 定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不是
税收基数决定税收增长。如果经济保

持稳定快速发展，那么税收也会保持

快速增 长，如果经济增 长速度减缓，
税收增长也会相应减缓。

（作者单位：财政部税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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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客观认识我国税收负担

2008年8月份税收收入的结构性分析

今年上半年 我 国 税 收收 入继 续

保 持 增长 态势，全国 税 收 总收 入 完

成 31425.75 亿 元，同比增长 33.5% 。

下 半年以 来 呈 现 逐 月减速的 态势，

8 月份 税收收 入 增速 为 今年以来单

月最 低 水平，全国 税 收 总收 入 完 成

3551.22 亿 元，同比 增长 11% ，增收

353.32 亿 元，增速比 去年同 期回 落

了 31.9 个百分点，比 1—7 月份回 落了

19.2 个百分点。

一、8月份税收收入增长的

总体情况

一是国内增值税一枝独秀，成为主

要的税收收 入增收 来源。8月份国内

增值 税增长 23% ，增收 2 82.78 亿 元，

占税收收入总增收额的 80 % 。

二是营业税、进口 环节税、个人

所得 税 等主要税 种增速全 面回 落。8

月份，上述三税分别增长 4.3% 、15%

和 11.5%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分别

回 落 27.3、4.5、16.9 个百分点。其中，

营业税增收 20.5 亿元，占增收总额的

5.8% ；个人所得税增收 26.5 亿元，占

增收总额的 7.5% ；海关代征进口产品

税收增收 83.22 亿 元，占增收 总额的

23.55% 。

三是扣除退税 后的企 业所得 税、

证 券 交 易印花 税 继 续维持 负增长 局

面，契税和车辆购置税成为新的减收

税 种。扣除 退税 因 素的企 业所 得 税

同比下降 11% ，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

下降 89.8% ，分 别 减收 28.87 亿 元 和

285.16 亿 元 ；与此同时，长期以 来保

持快速增长的契税和车辆购置税也出

现了负增长，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6.4% 和 2.3% ，分别减收 6.61 亿 元和

1.72亿元。

8 月份税收收 入 增速大幅回 落的

主要原因，一是紧缩的宏观调控措施

效果进一步显现，国民经济已经出现

增速减 缓的运行 态势。7 月份，仅有

工业增加值的现价 增长率、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宏观经

济指标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从而带动

8 月份国内增值 税收 入保持稳定较快

增长。其他和税收直接相关的宏观经

济指标 均出现减速迹象，如企 业利

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外贸

进出口、商品房销售 面 积、汽车销售

量、证 券业、保险 业、房地产业和建

筑安装业营业收入等的增速均有不同

程 度 回 落 ，有 的甚 至出现 负增 长，导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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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口 税

收、营业税、契税和车 辆购置税等税

种增速回落或负增长。股票交易等虚

拟经济活 动继续处于严重低 迷状态，

导致 8月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减

少。二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证券

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以及个人 所得税

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储蓄存款利息所

得 税税率下调 等政 策调整的减收 效

应进一步显现。三是造成上半年税收

收 入 过快增长的企 业所得 税 汇 算清

缴、去年 四 季度 或 12 月份企 业所 得

税税款在今年 1 月入 库、20 07 年下调

出口退税 率 和提 高 证 券交易印花 税

税率的翘尾等一次性特殊增收因素不

复存在。

二、主体税种收入的增长情

况及原因

（一）国内增值税保持稳定较快增

长，但个别行业增值税收入状况不佳

8 月 份，国 内 增 值 税 收 入保 持

稳 定 较快 增长 ，完 成 1 512 .6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 3% ，增 速 比 去 年 同 期

的 17.2 % 加 快 5 .8 个 百 分 点，比 1—

7 月的 增 长 速 度 略 有 加 快。国 内 增

值 税 收 入占 税 收 总 收 入 的比 重 为

42 .59 % 。国内增值 税 继 续保 持较快

增 长的原因 ：一是工 业增加 值 继 续

高速增长。虽然 7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

工业企 业增加值 增长 14.7 % ，增速比

去年同期回 落 3.3 个百分点，但同时

7 月份 P P I同比 上 涨 10 % ，增速比去

年同 期提 高 7.6 个 百 分点。因此，按

照现价 计 算的 工业增 加值 增 长率仍

高于去年同期。二是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加 快 增长。7 月份，社会 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 3.3% ，增速同比

加快 6.2 个 百分点。三是固定 资产投

资 继 续快 速增长。7 月份，固 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2 7.3 % ，增速比上半年

加快 0 .5 个 百分点 ，比 去年同期加快

0.7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8 月份煤炭、原油行业

的增值税继续延续迅猛增长态势，涨

幅位列所有行业前两位，同比分别增

长 114.2 % 和 50.5% ，比去年同 期 增

速 分 别 加 快 84.6 和 65.7 个 百 分 点，

比 1—7 月累计增速分别加快 61 和 13

个百分点。煤炭和原油增值税加快增

长的主要原因是两大能源产品量价齐

升，7 月份国内煤 炭产量为 2.2 亿吨，

同比 增 长 10.9 % ，煤 炭价 格 涨幅 趋

缓但仍 高 位 运行，与 去年同期相比，

主要品种的煤炭价格均有较大幅度

上涨 ；7 月份布伦 特原油平均价格为

137.1 美元 / 桶，同比上涨 83 .1% ，同

时，在原油生产企业积极组织生产确

保市场供应的努力下，当月原 油产量

同比增长 5% ，是今年以 来增长最快

的月份。

有色金属增值税虽然仍为正增长，

但涨幅位列所有行业末位，同比增长

1.3% ，比去年同期增速回 落 11.6 个百

分点，比 1—7 月累计增速回 落 4.1 个

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煤 炭等能源成本

大幅度上升，而有色金属价格 普遍下

降，7 月份，铜、铝、铅、锌、镍等有色

金属价格同比分别下降了 3.6% 、6% 、

27 % 、44% 和 44.6% 。

成品油增值税继续延续今年以来

的下降 态势，7 月份同比下降 18.7 % 。

主要原因是原油价格上升和成品油价

格 管 制导致的 炼 油行业增值 能 力下

降。7 月份，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83.1% ，

国内原油基准价格 也上涨 50 % 左右，

成品油价格虽然提高了 26% ，但涨幅仍

低 于原 油价格涨幅，造成了成品油增

值税下降。

（二）国内消费税收入保持平稳增

长，各品目收入涨跌互现

8 月份，国内 消费 税 完 成 212 .13

亿 元 ，同比增长 15.0 % ，增速比去年

同期加 快了 2 .7 个百分点。消费税收

入占税收总收入 的比重为 5.97 % 。其

中，卷烟 消费税增长 21.2 % ，汽车消

费税 增长 3.6% ，成品 油消费税增长

5.2% ，酒 类消费税 增长 9.3% ，四 品

目合计 增收 额占消费 税 总增收额的

9 6.7 0 % 。值 得注 意的是，在卷烟 消

费税收入加速增长的同时，汽车和成

品 油的 消费税 收 入 却 出现 不同 程 度

的回 落。主要原因，一是汽车销售量

下降。由于成品油价格上调、汽车消

费税 税率的调整，8 月份 汽车销售量

同比下降了 6.24% ，增速比去年同期

回 落 33 个百分点 ；二是 成品 油销售

量 增速回 落。8月份，成品 油销售量

同比 增 长 5.2 0 % ，比 去年 同 期回 落

1.7 个百分点。

（三）营业税收入增速大幅回落

8月份，营业税完成 502.35 亿元，

同比增 长 4.3% ，比 上年同期大 幅回

落了 27.3 个百分点，占税收 总收入的

比重为 14.15% 。其中，证 券业、房地

产业、邮政业、保险业营业税收入出

现 负增 长，同比下降 36.4% 、20.8% 、

15.7 % 和 6.7% 。

营业税增速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一是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居民对房

价 走低的预期，使 房地产市场陷入严

重低迷，商品房成交量急剧萎缩。今

年 7 月份全国 商品房销售 面 积同比下

降 32 .49 % ，销售均价 涨幅和 6 月相比

回 落 0.34 个百分点，商品 房销售额与

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 30.03% ，由此 造

成房地产业营业收入的大幅下降和建

筑安装 业营业收 入 增速的大幅回 落，

分 别比同期回 落了 73.7 和 14.1个百分

点。二是随 着股指节节下挫、经济持

续放缓以及大小非减持压力预期，8月

份沪深两市股票基金权证成交额急剧

下滑，使得与之高度相关的证 券业营

业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76% ，环比下降

4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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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去年同期退税因素影响，

企业所得税“明升暗降”

8 月 份，企 业 所 得 税 收 入 完 成

230.84 亿元，同比增长 116.5% ，比去

年同期的增速（-44.2% ）加快了 160.7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大量

退税的一次性特 殊原因所致。去年 8

月份，企 业所 得 税退税 155 亿 元（用

于工商银行共管基金），而今年 8 月份

退税仅为 2.13 亿元。如果扣除退税因

素，去年 8 月份企业所得税收 入实际

为 2 61.84 亿元，今年 8 月份企业所得

税收 入实际为 232 .97 亿元，同比负增

长 11% ，比 7 月份的负增长 4.2 % 还下

降了 6 个 多百分点。这种情况 表明新

税法实施带来的减收效应和企业效益

增速大幅回落的不利影响正在进一步

显现。

（五）个人所得税增速继续回落

8 月 份 个 人 所 得 税 收 入 完 成

257.73 亿 元，同比增长 11.5% ，比去年

同期的增速回 落了 16.9 个百分点，比

1—7月的 增速回 落了 13.2 个百分点。

个人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

为 7.26% 。从 所得 项目看，各 分 项所

得税均呈现增速回落态势。其中，工薪

所得税 和房屋转让所得税回 落明显，

工资薪金所得税收入 154.51亿元，同

比增长17.5% ，比上年同期增速回落了

19.6 个百分点；房屋转让所得税收入

2 .32 亿元，同比增长 8% ，比上年同期

增速回落 635.2 个百分点。储蓄存款利

息所得税收入出现负增长，收入 15.85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0.05 亿元，同

比大幅下降 38.8% 。

8月份 个人 所 得 税 增速大 幅回 落

的主要原因，一是政策减收因素继续

显现。去年 8月 15 日居民储蓄存款利

息所得 税税率由 20 % 下调到 5% ，收

入 基数较大，导致今年 8月同比增速

回落；同时，今年 3月起提高工薪所得

费用扣除标准也造成了工薪所得税的

政策性减收。二是经济减速影响居民”

收入水平提高。受去年企业效益较好

影响，今年春节前后工资和奖金发放

比较集中，进入 二季度以来企业效 益

下滑，职工工资和奖金增长相应放缓，

二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79

元，低于 一季度的 4386 元，7 月份仍

延续这一态势，从而影响到工资薪金

所得税收入的增速。三是房地产成交

量急剧萎缩和成交价格有所降低，导

致房屋转让所得税增速大幅放缓。7月

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 7.0 % ，比 去年同期回 落了 0.5

个百分点；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

面积同比下降 10.8% ，比去年同期回落

了近 40 个百分点。再加上去年成交价

格高企造成同期基数较大，使得房屋

转让所得税收 入 大幅回落 635.2 个百

分点。

（六）进口 税收增速放缓，出口退

税增速继续回落

8月 份，进 口 环 节 税 收 入 完 成

638.72 亿 元，同比增长 15% ，比去年

同期的 增速低 4.5 个百分点，比 1—7

月的累计增速回落了 21.5个百分点；关

税完成 167 亿元，同比增长 27.6% ，比

去年同期的增速略 有加快，但比 1—

7 月的增速回落了 12.2 个百分点。进口

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22 .69% 。

进口税收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

受到国际大 宗 商品价格回 落的 影响，

进口 额增长速度放慢。8月份，价格持

续走高的原油、粮食等基础性、资源

性产品的价格开始见顶回落，相应 影

响了进口额的增长。8 月份，进口总额

为 1061.98 亿美 元，同比 增长 23.1% ，

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回 落了 3 个 多百分

点，比 1—7月的累计增速回 落 了 8 个

百分点。

8月份，出口 退税 452 .1 亿 元，同

比增长 2.1% ，比 1—7月的增速回落了

4.5 个百分点。出口退税增速大幅回落

的主要原因，一是出口增速放缓。8月

份，出口总额 1348.73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1.1% ，比 1—7月的出口增速回落了

1.3 个百分点；二是去年 12月份，我国

下调了小麦、稻谷、大米、玉米、大豆

的出口退税率，今年 6月份又下调了食

用植物油的出口退税率，政策因素使

出口退税同比少退。

（七）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 继续大

幅下降

8 月份，证 券交易印花税 收 入 完

成 32.3 亿 元，和 去年同 期相比 减收

285.16 亿 元，仅 为 去年 同期的 1/10，

增速同比下降 89.8% ，比去年同期增

速回 落了 3410.7 个百分点，比 1—7 月

增速回落了 96.8 个百分点。

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大幅下降的

主要原因，一是政 策调整。今年 4 月

23 日证券印花税税 率调低 后，8月份

证券 交易印花税的税 率为 1‰，而去

年同期为 3‰。二是证 券市场持 续严

重低迷，成交量和股票市值均大幅萎

缩。8 月份，沪、深两市股 票日均成交

量 为 560.6 亿 元，比 7 月 份 的成 交 量

环比下降 25.2% ，比 20 07 年同期下降

了 76.4% 。8月份，两市月末 流通市值

在 5.3万亿元，仅相当于年初流通市值

9.3万亿元的一半左右。

三、其他税种的增长情况及

原因

（一）契税收入减收明显

8 月份，契 税 收 入 完 成 96.24 亿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6.4% ，增速比

去年 同 期回 落 了 60 个 百分点，比今

年 1—7 月的累计增速回 落了 30 个百

分点。契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 的比重

为 2 .7 % 。契税 收 入 出现 负增长的主

要原因是房地产交易市场低迷，房屋

和土地成交金额急剧萎缩。从 房屋交

易情况 看，7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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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销 售 价 格 同比上 涨 7.0 % ，比去

年同期增速回落了 0.5 个百分点；1—

7 月，全国 商品房销 售 面 积同比下降

10.8% ，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回 落 了近

37.2 个百分点。从 土地交易情况 看，

1—7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购置土地面

积同比 增长 5.2 % ，增幅同比下降 了

6.7 个百分点。

2008年8月税收总收入和主要税种收入表

  （单位：亿元）

（二）车辆购置税收入出现负增长

8 月份，车辆购置税 完 成 72 .15 亿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了 2.3% ，增速比

去年同期回 落 35.4 个百分点，比今年

1—7月累计增速减少了 29.2 个百分点，

车辆购置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 的比重

为 2 % 。

车辆购置税从 7 月的正 增长转为 8

月份的负增长，主要是受 汽车销售量

增速回落和价格降低的影响。据统计，

今 年 7 月，全 国 汽 车 销 量 为 4 8.82 万

辆，同比增长 6.79 % ，比去年同期的增

速回 落了 30 个百分点。在汽车总体需

求不足的情况下，激 烈的市场竞争导

致汽车中的乘用车价格 出现了一定幅

度的下滑。汽车销量增速明显回落，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国内成品油价

格持续上升，导致消费者用车成本的

大幅提高，消费者购车热情降温；二

是沪深股市暴跌，国内消费价格指数

高企，老百姓财富总额严重缩水，从而

抑制了对汽车的需求数量和档次。

（三）土地相关税收总体增速有所

回落

8 月份，与土地相关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土地增值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3

个税 种的收 入总计为 83.02 亿 元 ，同

比增长 41.6% ，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回

落了 32.1 个百分点，比今年 1—7月的

累积增速回 落 58 个百分点。3 个税 种

占税收 总收 入 的比重为 2.3% 。其中，

城镇 土地使 用税 完成 31.22 亿 元，同

比增长 79.5% ，比去年同期增速回 落

了 47.2 个百分点，比 1—7月的累计 增

速回 落了 119.5 个百分点；土地增值

税完成 34.8 亿元，同比增长 6.7 % ，比

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 81.2 个百分点，

比 1—7月回落了 37.6 个百分点；耕地

占用税完成 17 亿 元，同比增长 97 % ，

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加快了 98.1 个百分

点，比 1—7 月的累计增速加快了 43.8

个百分点。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增速回落主要

是因为 新修订的《 城镇土地使 用税暂

行条 例》虽然是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

开始实施，但各地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的时间各不相同，大部分地方都是在

20 07 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新条例并按

照新增税率征税。20 0 8 年上半年，一

些地方按照新条例规定的新增税率追

缴了去年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因此，

从 20 07 年下 半年 到 2 0 0 8 年上半年，

城镇 土地使 用税 增速较快，与之 相

对，8月份城镇土地使 用税的增速明

显回落。

土地增值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今年房地产市场交易低迷，特

别是二手房交易量萎缩的影响。二是

受 2007 年基数较大的影响。2007 年，

税收征管部门普遍加强了对房地产企

业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并将土地

增值税的预征率提高了 1个百分点，再

加上去年房地产市场交易异常活跃，

土地增值税的基数比较高，因而与去

年同期相比，今年 8月份土地增值税

增速明显回落。

耕地占用税增速加快的主要原因

是政 策因素。新修订的《 耕 地占用税

暂行 条 例》，是 从 2 0 0 8 年 1 月 1 日起

开始实行的。新的税额标准的上下限

都 提高 了约 4 倍。由于各地 出台具 体

实施办法的时间各不相同，大部分地

方都是在 20 0 8 年下半年才陆续开始

实施，因此，8 月份耕地占用税的增速

明显加快。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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