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笔谈

充分发挥关税职能作用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

王 伟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部署经济

建设时，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重

大进展，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

键。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和国际环境的适应与优化，都与关税

工作密切相关。十七大提出要实行有

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促进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等，都是关税

工作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深

刻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

其要求，充分发挥关税的职能作用，

为更好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服务。

总结经验，继往开来：

关税调控经济功能巨大、特点突出

近年来，关税工作紧紧围绕温家

宝总理提出的“积极促进经济发展，

坚决维护国家权益，努力增加财政

收入，切实发挥保护作用，不断完善

进口税收政策”的总体要求，配合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陆续研究出台了多

项进出口税收政策，利用关税杠杆调

控经济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是采用细化商品税则列目和

实施暂定税率的方式，灵活主动地

调节重点商品的进出口，大力促进结

构调整，突出调控重点。如对农药中

间体等农业生产资料、重点进口能

源、原材料和零部件实行较低的进

口暂定税率等，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

济的发展，促进国内钢铁、有色金属

等行业的产品结构调整。二是科学引

导产业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如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年本）》中，增加了现代农业、

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资源节

约环保型鼓励类项目，适当扩大了享

受进口设备免税政策的项目范围，鼓

励这些行业和项目的发展；按照有

利于引进高新技术和设备、促进产业

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原则，对《国内投

资项目进口不予免税的商品目录》进

行了全面修订。三是制定专项进口税

收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如针对

国务院确定的 16个装备制造重大领

域，逐个制定税收优惠实施细则，并

创新管理方式，规定将返还的税款

转为国家资本金，以增加企业的研发

投入。四是运用关税政策限制“两高

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

品的出口，促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

约型社会的建设。如自2005年以来

陆续出台了一些控制“两高一资”商

品出口的关税政策；2006年以 来，

针对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快速扩大、节

能减排形势严峻的情况，又加大了关

税调控力度。五是研究并出台了一些

鼓励资源性产品进口的关税政策，确

保国内市场供应。如对能源和资源

性产品进口实行低关税，其中大部分

已实行了零关税。六是鼓励动植物

优良品种的引进，积极扶植具有出口

优势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发展创汇

农业，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支农、惠农

政策。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与农产品和

农业生产资料有关的进口税收优惠

政策。七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

放，推动多边、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

不断发展。近几年，与相关国家（地

区）先后签订实施了七项区域关税优

惠协定，拓宽了我国利用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的领域，在 W TO 等多边谈

判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八是维护国

家利益，坚持权利与义务平衡，充分

发挥关税促进贸易公平的作用。从

1997年—2006年底，共对来自24个

国家和地区的 44 种进口产品发起 47

起反倾销调查，对其中 32起反倾销

案作出了肯定性裁决，保护了国内企

业合法权益。

回顾近年关税走过的路，可以看

到关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五个突出

特点：一是涉外性，有利于统筹国内

国外的发展，促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二是科学性，

主要运用税率杠杆进行公开、公平

的市场化调控，促进市场机制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三是灵活

性，可根据现实情况，相机决策、灵

活调控，而且形成了高效、科学、民

主的议事协调工作机制；四是精确

性，可以直接调控到具体的产业、项

目或产品；五是多样性，关税调控手

段的选择和政策设计日益多样化和

精细化。如为适应国内产业结构升

级转型、科学技术水平加速发展的新

情况，不断调整和细化我国税则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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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税目数量由 2001年的 7111个逐

步增至 2008年的 7758个；设计滑

准税、季节税、选择税、复合税等多

种政策形式，达到精确调控的目的。

如通过对配额外进口棉花实行滑准

税，既较好地解决了国内棉花供应不

足的问题，又稳定了国内棉花价格。

服务大局，锐意创新：

找准关税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着力点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必须

把十七大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目标与财政关税工作改革与发展

的实际结合起来，与推进关税工作

科学化、精细化发展结合起来，进一

步丰富和拓展关税工作的内涵和外

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 一）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新理

念，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

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服务。一是

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握好

关税工作的大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

我们必须以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

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实现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税工作的重

心应放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

点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企业自主

创新和技术进步、加强能源资源节约

和环境保护、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等方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是充分

发挥关税的宏观调控作用的重心，是

关税工作的大方向。二是坚持以人为

本，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制定关税政

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关税工作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将

关税政策的支持范畴由市场化、竞争

性领域，向惠及公共利益、符合建立

和谐社会要求的领域转变。大力支持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

公共领域的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

内涵和效益。三是按照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要求，不断创新关税工作。加

强调查研究，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的

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关税的灵活性、

多样性和精确性的特点，不断提高关

税政策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加快

进口税收制度的规范、改革与创新，

扎实做好税则税目的调整完善等基

础工作；采用细化商品税则列目和实

施暂定税率的方式，灵活主动地调节

重点商品的进出口，促进重点产业和

产品的结构调整；增列部分能源、原

材料和高科技产品的税则税目，以保

护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控制外贸

顺差的过快增长，促进外贸的结构优

化和平衡发展。充分发挥事前调研、

事后分析反馈两个环节的作用，提高

政策的针对性、科学性。定期对进口

税收政策进行绩效评估，不断提高关

税政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 二）为发展道路的转变服务，继

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降耗工作，促

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一是大力支持创新型国家建设。

进一步完善进出口税收调控手段和

政策体系，更加注重企业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促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改善国民经济运行质量，

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促

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继续推

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按照十七大报告关于经济发展

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

保护环境”的总体要求，支持企业自

主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

以及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制

定有利于企业节能降耗的可持续发

展的进出口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

相关政策，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

口，调整进出口结构，加快转变外贸

增长方式；进一步采取促进加工贸

易转型升级的税收政策。三是加强

调研，突出重点。重点加强对能源、

钢铁、化工、汽车等重点行业的调查

研究，不断完善与这些重点行业相

关的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降耗

的进出口税收政策。
（ 三）充分发挥关税涉外性的特

点，为优化发展的国际环境、提高开

放性经济水平服务。一是坚持对外开

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按照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开放领

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

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

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

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的要求，进一步搞好关税促进

改革开放的工作。积极参与各项国际

经贸规则的制定，跟进 W TO 多哈回

合谈判进展；继续利用关税政策为

促进两岸经贸往来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对多边和双边关税谈判的战略

研究，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稳步推

进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二是充分

利用关税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在我

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合作

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加注意

发挥关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内产

业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能作用，在贸易

救济、争端解决等方面，坚决维护国

家利益。三是在坚持以改革促和谐、

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的

原则下做好关税工作。关税工作涉及

国家主权、国家产业发展以及老百姓

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

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在各项关税

政策措施出台前，把改革的力度、发

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

起来考虑，综合规划，稳步推进，确

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

家长治久安。
（作者为财政部关税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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