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强化税收征管

增值税转型实施不仅需要政策

的科学制定，同时需要管理制度和管

理方法的有力支撑。应本着简便、规

范的原则，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

完善或重新设计管理制度、操作方法

和流程，以确保工作的规范化和数据

的真实性，减轻税企双方的工作压力。
（六）研究配套机制

一是研究增值税征收范围问题。
由于交通运输行业与货物生产密切相

关且在社会再生产中不可或缺，应研

究将该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防止不

法分子利用运输发票偷逃税款。二是

研究小规模纳税人税负问题。小规模

纳税人因享受不到税款抵扣权利，在

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后，其与一般纳

税人的税负失衡将进一步加剧，建议

适度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降低。
三是研究改革配套措施，如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财政补贴制度和重新调整

共享税及其分成比例等，弥补地方财

政由于增值税转型造成的减收，从而

调动地方推动税制改革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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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扩抵政策
对江西财政经济的影响

江西省财政厅课题组

自 2007 年 7月1日起，国 家在

中部六省份 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 8

个行业中进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试点，江西省南昌、九江、萍乡、景

德镇四市包括其中。这对于支持江

西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城市转

型，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建

设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装备制

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加

快发展新兴产业，实现全省经济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统计，2006年南昌、九江、萍

乡、景德镇四市共有3722户一般纳

税人企业符合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

条件。其中：南昌市 1940户、九江

市 762户、萍乡市 698户、景德镇市

322户。八大行业分布分别为：装备

制造业1140户、石油化工790户、冶

金行业 116户、汽车制造业53户、农

产品加工业1279户、采掘业 241户、

电力业61户、高新技术产业42户。
2006年，八大行业共完成销售收入

1345.44亿元，应缴增值税额为 81.77

亿元。按政策对这些企业增值税实

施扩抵，对江西省财政收入和宏观经

济、企业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如下。

一、对江西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一）对增值税收入的影响

由于本次增值税转型试点涉及

新增固定资产的抵扣，因此与原税

制相比，缩小了增值税的税基，在

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致增值

税收入的减少。增值税属于共享税

种，本文从中央和地方财政两方面

来分析。
在中央财政收入方面，在江西

实行试点，短期内财政收入不会出

现大幅度的减少（表 1）。

由 表 1可 以 看 出，2002 年 —

2006年江西省增值税收入占全国增

值税收入的 1.21% 、1.27% 、1.28% 、

1.27% 、1.30% ，比例较小 并且在

1.27% 上下波动。另外，本次税改较

为详细地规定了可以抵扣的行业范

围和企业的界限标准，而且相关产

业的年销售额必须达到总销售额的

50% 以上，抵扣采取增量抵扣、余额

退税、首先抵减欠税的方式实行。从

这三条规定可以看出，短期内由于行

业、企业界限以及新增抵扣的限制，

增值税的抵扣额不会大幅度增加，

因而财政收入也不会发生较大波动。
在地方财政收入方面，转型后，

短期内必然对江西省地方税收造成

一定的影响。首先，试点地区产业均

以制造业为主，二产比重较高，增值

税分享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

的比重较大（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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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02-2006年江西与全国增值税收入情况表

数据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国家税务局。

其次，试点地区符合抵扣政策的

企业在地方经济所占权重较大。如

萍乡市的企业大都在抵扣政策范围

之内。另外，从调研中了解到，各试

点地区 2008年的抵扣数将进一步加

大，萍乡预计达到 1个亿以上，原因

是由于政策导向，使大批大项目将在

试点地区落户，如萍乡市的圣德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从 2008年开始将分

批投入 20个亿，实现年产值超百亿

元。这些大项目的增值税抵扣，必将

在短期内较为明显地影响税收收入。

按江西国税部门的测算，2006

年试点地区应抵扣的固定资产进

项税额 13.22亿元，以 2005年为基

数，按增量抵扣固定资产所含进项

税额 5.11亿元，按照新政策（ 财税

[2007]128号 ），2007 年 第 三 季 度、

2007年下半年（截至 11月底），试点

地区实际抵扣数分别为 0.8亿元、2.1

亿元。
（二）对其他相关税收的影响

由于增值税是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费附加的税基，因此，转型后，

增值税收入的减少也会带来后两者

的减收。2006年以及 2007年第三季

度、下半年影响数额分别为：0.36亿

元（5.11亿元 ×7% = 0.36亿元，计算

方法下同）、0.06亿元、0.15亿元。
转型后，对企业所得税也会产

生相应的影响：一是由于转型后固

定资产价格由原来的含税价变为不

含税价，使得原值减小，计提折旧

额下降，从而使企业所得税的税前

扣除缩小，带来企业所得税的增长。
二是由于转型造成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费附加减收，进而减小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带来企业所得税

增收。

假定所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为 10 年，企业所得税均按 33% 计算，

则 2006年以及 2007年第三季度、下

半年增值税扩抵对企业所得税影响

数额分别为：0.56亿元（ 13.22亿元

÷10 年 ×33 % + 0.36 亿元 ×33 % =

0.56亿元，计算方法下同）、0.05亿

元、0.12亿元。
（三）分析与结论

综合以上各方面影响，2006年以

及 2007年第三季度、下半年增值税

扩抵对江西省税收收入影响数额分

别为 4.91亿元（5.11亿元 + 0.36亿

元 - 0.56亿元 = 4.91亿元，计算方

法下同）、0.81亿元、2.13亿元，对地

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数额为 1.23亿元

（4.91亿元 ×25 % = 1.23亿元，计算

方法下同）、0.2亿元、0.53亿元（ 表

3）。
从表 3可以看出，增值税扩抵政

策对江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惯性影

响不大。

表2：2002—2006年、2007年前三季度试点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及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基本情况表

数据来源：南昌市、九江市、萍乡市、景德镇市财政局，江西省统计局，表中增值税数据仅为入库数，即留给地方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理性的投

资者对新政策的出台都会有一个理

解、分析和观察的过程，中部地区增

值税转型从出台到发生实际作用也

会有一个政策效应释放期和迟滞期。

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将分散到较

长的周期中。由此可以推测，江西省

地方财政能够承受转型带来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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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减收压力。

表3：2002—2007下半年试点地区抵扣前后地方财政收入基本情况表

数据来源：南昌市、九江市、萍乡市、景德镇市财政局。

还应该从长期看到，实行增值税

扩抵将有利于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企

业间的税负将趋于合理。一是增值

税转型后固定资产价格由原来的含

税价变为不含税价，使得原值减小，

计提折旧额下降，从而使企业所得

税的税前扣除缩小，带来企业所得

税的增长；二是增值税转型造成城

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减收，进

而减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带来

企业所得税增加；三是增值税转型

政策直接导致的新增投资增加，也

将带来销售税额增加，从而创造出

更多的经济增量，使税基得以保证并

逐步扩大。因此从长远看，不同资本

有机构成企业间的税负将趋于合理，

最终结果必将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

二、对江西省宏观经济运行

的影响

一是有利于制造工业、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扩抵政策的实施，从

微观上看，增强了企业扩大投资、进

行技术更新和改造的动力；从宏观

上看，促进了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的

发展，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截至

2007年11月底，萍乡矿业集团获得抵

扣资金近 200万元，抵扣资金主要用

途为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景德镇利用政策引导，促成12户企业

落户高新园区，推动了高新区机械工

业城的发展。扩抵政策内的八大行业

在江西试点地区均占较大比重，试点

地区形成的以汽车航空及精密制造产

业、特色冶金和金属制品产业、中成

药和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和现代

家电产业、食品工业、精细化工及新

型建材产业为支撑的工业体系将在这

次改革中得到成长与壮大。

二是抵扣资金的乘数效应将对

经济增长发挥较强的拉动作用。由

于抵扣范围的扩大，企业生产成本

降低，税后利润作了各种扣除后，可

以在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之间进行分

配。资金获得者将其用于消费或再

投资，会通过乘数作用引起国民生

产总值倍数增长。2006年以及 2007

年第三季度、下半年地方财政减收

的 1.96亿元，按 80 % 的边际消费倾

向计算（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

消费倾向为 75.7 % ），将拉动增值税

扩抵试点地区 G D P 增加 10 亿元。

三、对税收征收和管理的影响

一是参与转型试点企业资格“认

定难”。由于企业生产及经营情况千

变万化，转制、重组、合并等产权变

动复杂，导致认定工作量大、政策性

强、认定标准不好掌握。二是允许

企业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核算

难”。先抵欠税后办退税，手续烦琐，

计算复杂，导致征、纳双方涉税成本

过大，部分企业甚至主动要求放弃

抵退税权。三是对固定资产的“监管

难”。由于固定资产类别繁多，标准

不一，转型后税务机关必须对抵扣

发票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对申请抵扣

的固定资产进行实地核查，对已抵扣

的固定资产改变用途、发生应税行

为定期进行检查，导致监督工作难以

真正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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