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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此相配合，税收政策要 “有增有

减、有松有紧”，继续推进税收结构性调整，以此抑制总需求及相关结构

性需求，同时控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

当前的财税形势与下一步税收政策取向

从现行税收体制来看，采取进一步的 “结构性减税”措施十分必要，

条件也趋于成熟。我国现行 1 993 年 ～ 1994 年税制改革形成的税收政策框

架和一系列法律规范，带有抑制投资和消费膨胀的目的，从微观经济主体

的角度来看，税负水平偏高。199 8 年以后为了应付外部冲击，防止通货紧

缩，中央采取了以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税收

体制没有进行重大调整，出现了税收收入逐年增长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

使压抑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状况在继续并有所强化。1 999 年以来，我国

税收进而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税收及财政收入占 G D P 的比重迅速提

高。财税收入快速增长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为消除通货紧缩、保

持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 04 年，无论财税收入增长速度还是税

收及财政收入占 G D P 的比重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结构性矛盾比较

突出的情况下，财税收入快速增长有自动稳定经济的积极作用，但税收连

续多年快速增长，会对经济产生长期慢性的紧缩作用，而且用增加税收支

持的财政支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牺牲效率换取公平的性质。鉴于积极

财政政策已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推进税收结构性调整的条件趋于

成熟。
从税收政策的运用来看，主要存在凯恩斯学派税收政策与供应学派税

收政策的差别。凯恩斯学派减税是为了刺激消费与投资需求，而供给学派

减税是为了刺激储蓄与个人工作积极性，以刺激总供给。从我国当前价格

水平上涨既存在成本推动因素又存在需求拉动因素，还存在一定的预期因

素的背景来看，我们既需要调节需求导向的减税政策，也需要改进供给导

向的减税政策，实现整体性的政策意图。因此，下一步的税收政策要 “有

增有减、有松有紧、区别对待、微观化”，继续推进税收结构性调整，以

此抑制总需求及相关结构性需求，同时控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一

方面直接调节总供求，另一方面通过与货币政策或财政收支政策配合，间

接调节总供求。考虑到信贷指导之外的货币政策也确实难以微观化，下一

步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可以在 “微观化”方面有所作为。根据不同地

区的需要实行不同的税收或财政支出政策，以兼顾调节总量、优化结构，

并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等多重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不同政策工具互补性的多向联动，可以在突出正

面效应、发挥预期作用的同时，对冲、消除负作用，实现整体性的政策意

图。下一步税收政策在具体操作中，不仅要和财政支出政策配合，必要时

也要和货币政策工具配合使用。

2005年税收结构性调整政策的若干建议

为了适应财政政策取向由积极转为稳健的需要，2005 年的税收政策要

继续推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具有 “稳定经济和结构优化相结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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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结构性减税” 措施，以降低总

体税负 、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缓解当前的结构性矛盾。为此，需

要多税种结合联动，有增有减，同

时 利用可操作的补充措施加以配

合，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点突

破：一是推出包括内外资企业所得

税并轨和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在内

的总量性 “税收调整” 措施；二是

择机推出包括能源原材料进出口税

率调整、开征燃油税和个人所得税

调整等结构性 “税收调整” 措施；

三是推出包括降低利息税和股票交

易印花税以及提高车辆购置税税率

等在内的补充性、配套性 “税收调

整” 措施。

1.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弱化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压力，并

促进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内资企业

3 3 % 的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属于中

等偏高水平，并且内外资企业实际

所得税负担存在很大差距，抑制了

内资企业的发展和投资的积极性。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

税，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负担，具有

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有利于所

有企业在统一税率基础上进行竞

争，释放企业尤其是内资企业的发

展潜力，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对结构

性调整和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也能发

挥积极的作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并轨消除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

间的税收差别，可在此基础上实行

按产业标准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

有利于解决经济运行中部分行业投

资过热的结构性问题。三是所得税

并轨使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下降，能

够降低企业成本，扩大利润空间，从

而增强企业内部消化的能力，也就

使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对居民消费

价格产生较小的向上推动力。四是

在上调利率背景下，通过所得税并

轨、所得税减少可以使企业利息成

本的上升得到一定补偿。

2 .适当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

围 ，减少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压

力，并以此促进未来一段时间投资

需求的基本稳定。实现生产型增值

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一方面

有利于增强企业内部消化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居民消费价格进一步上涨的压

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对冲前一阶段

信贷紧缩力度过大、过快对未来投

资的过度抑制作用，避免投资需求

不必要的波动。鉴于东部和中西部

地区在此次局部过热中的 “热度”

有明显区别，而前一 时期的宏观调

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地区差距，

税收政策的 “微观化”可以率先在

增值税转型试点方面展开，将目前

进行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转型

试点扩大到中西部相关地区的老工

业基地，以此促进未来一段时间这

些地区投资需求回升和全国投资需

求基本稳定。
3 .调整能源原材料出口税率、

降低进口环节税率以调节进出口，

缓解资源瓶颈。能源原材料紧缺是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素，增

加利用国外资源是克服此瓶颈制约

的必然选择。最近一个时期，由于

国际市场主要能源和工业原料价格

的持续增高，引致我国部分能源原

材料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如钢材国

内外差价达到 150 美元 / 吨，2004年

1 — 8 月，我国钢材出口增长 58% ，

钢出口增长 83.6% ，而钢材进口下降

了 10.9%。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对国内

供求状况的不利影响，可以考虑提

高能源原材料出口税率、降低进口

环节税率来控制出口。

4 .择机开征燃油税，调节能源

供求，抑制能源物价上涨。开征燃

油税对理顺我国道路税费关系、促

进能源消耗的节约、节能技术的发

展和环境保护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长期来看，依靠燃油税这种

经济手段调节能源需求，缓解供求

之间的矛盾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

200 4 年以来，世界原油价格持续上

涨，导致我国油价大幅上涨，对经

济运行和通货膨胀压力形成造成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可以说在这种形

势下，近期并不适宜开征燃油税，

应等到合适的时机做出这项政策调

整。
5 .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以刺激

消费，改变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

对称的结构性矛盾。投资快速增

长，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对称是

我国这一轮经济景气周期和宏观经

济运行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改

革目前起征点过低、税率层级多、

最高税率偏高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有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

促进消费增长、缩小消费与投资增

长的差距。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

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以刺激消费。
6 .提高车辆购置税税率，配合

燃油税共同实现结构性调整目标。

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汽车消费不仅是

我国石油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也

带来了城市道路交通拥挤、尾气污

染等问题。可考虑配合燃油税的开

征，采用提高车辆购置税税率的方

式进一步抑制能源产品需求，促进

节能技术开发，缓解能源紧张的局

面。同时，加大车辆购置税税率差

别，较大幅度提高高排量汽车的购

置税税率，以调节汽车产业结构和

消费结构，促进低排量、低污染车

型发展。
7 .必要时降低利息税税率，消

除负利率对储蓄的不利影响。存款

利率提高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

观察。如果负利率局面长时间维

持，在难以继续加息的条件下，作

为可行的配套或补救性措施，可以

考虑降低存款利息税税率。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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