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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国际间财税竞争

杨海波

21世纪以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竞争集中反映在经济、 政治

与社会各个领域，比如：金融竞争、文

化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等等，其

中也包括财税竞争。财税竞争集中表

现在国家（地方）政府通过财税政策优

惠，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吸引国际

间流动性资本或经营活动，改善财政

管理与税收管理状况，从而增强财政

税收能力与综合国力。在全球化的趋

势下，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经济

与政治利益在财税领域展开的博弈。

财税竞争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

球化的要求，也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与

政治全球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与政治

全球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间的财税

竞争。随着科学发展和世界各国改革

开放政策的实施，国际间经济交流与

政治交流越来越频繁，世界经济与世

界政治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资本、人

才、 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越来越强。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生产要

素流动追求税后回报率最大化。生产

要素具体会如何流动，不仅与资源和

市场因素有关，而且也受到财税政策

的影响。生产要素得到的实际利润应

是税后利润，税收是它的成本。税率高

低、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多少，直接影

响生产要素的税收负担，从而影响企

业的经营成本和利润水平。所以，降低

企业税收负担可以吸引国际资本的投

资，还可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

了吸引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入，尤其

是流动性最强的国际资本的流入，同

时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各国政府

纷纷采用了财税竞争的策略。基本方

法是：财政补贴或降低税率鼓励投资，

并对国际间资本流入给予各种政策优

惠，从而促进投资以及经济与社会的

发展。

我国加入 W TO 已经有六年了，我

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国有条

件、 有能力也有必要参与国际间财税

竞争。当然，财税竞争不意味着一味地

降低税率，也不意味着无条件的财政

补贴和税收优惠，那样就是恶性财税

竞争了，而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有

方法的财税策略。

财税竞争首先要解决现阶段的企

业问题、政府问题、金融问题，其次要

合理设计财政结构和税收结构，从而

使财政管理、税收管理与企业管理、公

共管理、金融管理协调发展。在国有资

产和国有企业成倍增值的条件下，应

进行企业产权改革试点，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兼顾资源配置最优化和追求

利润最大化，使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

创造“最佳效益”。中央政府应制订平

衡的、 统一的财税优惠政策，地区优

惠、产业优惠、再投资优惠、转让技术

优惠等不同的财税优惠有不同的适用

对象、适用范围和优惠幅度。应该遵循

W TO 的透明度原则，在税法中明确规

定税收优惠的范围和幅度，严格按照

税法办事。这样才能树立政府的公信

力，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维护

国家的利益。

当前，还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

发展，构造有利于中小型企业发展的

财税结构。我国实行增值税改革目的

是反对垄断、鼓励竞争、打破对新兴企

业、中小型企业不合理的制度限制。因

此，增值税的转型应注意限制垄断企

业，鼓励新企业的注册，鼓励新兴企业

的发展和中小型企业的融资与投资。

所得税改革也是如此，所得税的税负

差别应该根据企业或个人对经济与社

会的贡献大小而有所不同。中西部地

区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资源

与能源，中小企业则提供了大量的就

业岗位，因此，根据财政的公平原则，

税收优惠政策应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和

中小型企业转移。还应该规范税前扣

除，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提高折旧率，

放宽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列支标准，规

范国民待遇标准，使税收优惠集中在

重点产业优惠、 落后地区优惠和弱势

群体优惠上以及选择新兴高科技行业

或特殊行业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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