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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我国税制结构的建议
侯 博  吴 华

税制结构的优化是税收制度不

断完善的过程，这一 进程是税制结

构收入原则 、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不断充实、平衡的过程。本文结合我

国的国情，提出税制结构优化的政

策建议。

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

1 .税负结构不合理。我国自 1994

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呈现出

迅速增长的态势，尽管宏观税负（税

收收入占 G D P 的比重）由 1995 年的

10.2% 上升至 2003 年的 18.6% ，但这

一比重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当低

的 ，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水

平，而且税负结构极不合理，70% 的

税收由企 业负担 ， 这是造成企业效

益普遍低下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

在逐 步提高 宏 观税 负水 平的前提

下，通过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特

别是合理协调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

得税的关系，逐步调整税负结构，降

低企业的税负水平。

2 .主体税种结构失衡。我国目

前的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占据绝对主

体地位，以增值税 、消费税 、 营业

税 、关税为代表的流转税收入占全

部税收收入的 4 /5 左右，而所得税大

约只占 1 / 6 ，其余十多个税种约占

5 % 。流转税比重过大，一方面不利

于商品的流通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趋势下，其对商品流通的

负面影响将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也

会加大财政风险 ，因为一 旦该税种

出口退税的数量过大，就会影响到

财政收入的稳定。此外，流转税本身

也不尽完善 ，存 在 比 例失 衡的问

题。如生产型增值税，由于固定资产

不能抵扣，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征

税问题；消费税征税范围较窄，且征

收环节单一，未把一些环境高耗消

费品纳入征税范围，这对于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

不利的。

3 .税种功能结构不健全。税收

的调节职能使税收成为政府宏观调

控的重要政策工具 ， 其调控目标与

政府的总体经济目标相一致。当前

税收的调控目标之一是解决收入分

配不公的问题，而现行税种中能够

体现调控功能的税种主要包括消费

税、土地增值税等，社会保障税和遗

产税尚 未 开 征 ， 个人所 得 税不 完

善，这就弱化了税收对收入的调节

功能，不能规范社会分配秩序，不利

于实现经济 和居民 收 入的公 平增

长，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稳定。

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关 键是保 护环

境，促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

调。而我国现行税种中没有保护环

境的税种，税收的调节功能和监督

功能也得不到充分发挥。

优化税制结构的几点建议

根 据国 外 税 制 改革 的 一 般经

验，优化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总体

思路是，完善现有税种，对增值税、

消费税、内外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等税种的征税范围、税目、税率进

行调整，实现税制构成要素的优化

和税负结构的优化；开征新税种，如

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实现税种

的优化。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合理调

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逐步加

大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使

所得税的功能 、 作用和地位得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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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逐步建立我国以流转税和

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调整宏观税负结构

1 .统一企业所得税，降低内资

企业税收负担。统一后的企业所得

税应当遵循国际惯例，以法人为纳

税人，凡有经营所得的企业、单位和

组织，均视为纳税人；税率仍采用计

算简便、透明度高的比例税率，具体

比例可以 根据企业的实际税负水

平，暂定 25% 左右；统一税前扣除标

准和范围 、统一资产处理方法和标

准、调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逐

步缩小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差异

程度。

2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协

调好与企业所得税的关系。一是改

进对 “工资、薪金所得” 课税的费用

扣除办法，实行费用扣除标准 “指数

化”，使费用扣除标准与物价指数挂

钩，同时，提高费用扣除标准，按纳

税人生活费用支出内容不同分别设

置基础扣除、赡养扣除、特定支出扣

除等项目，充分照顾不同纳税人家

庭状况的差别，使税收负担更公平

合理。二是调整税率，简并 “工资薪

金所得” 适用税率的级次，并适当调

低其最高边际税率，以更好体现税

收公平与效率原则；调整有关所得

项目的适用税率，使非勤劳所得的

税收 负担重于勤劳所得的 税 收 负

担，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

功能。三是将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与

企业所得税的改革通盘考虑，使各

种所得能有合理的归集，不是缴纳

企业所得税便是缴纳个人所得税 ，

解决漏征问题。同时应消除两税之

间的重复课征部分，即企业所得税

的已税部分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时应

能抵扣。
（二）完善主体税种

1 .扩大增值税课税范围，尽快

实现增值税转型。将现行增值税课

税范围扩大到劳务领域，把便于操

作实施的交通运输业和建筑安装业

先纳入课税范围，再将增值税的课

税对象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

售；尽快实现增值税类型的转换，将

“消费型” 增值税当成产业政策来利

用，实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费型

增值税。具体设想是在关系国计民

生的高新技术、交通、能源等基础产

业中采用 “消费型”，将抵扣的资本

物限定为技术、设备，促进企业转换

机制，并抑制投资扩张。转型期的收

入缺口可以 通过一 些过渡性的安排

予以缓解或弥补。比如，对固定资产

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别按年度分比例

抵扣。

2 .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提

高能源消费品税率。将普通消费品

逐步从消费税税目中剔除 ，将一些

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

提高能源、水等资源消费品、环境高

耗消费品、奢侈消费品、高档消费品

的税率。如对石油、柴油燃料、含铅

汽油、摩托车征税、机动车辆的销售

及使用征收高额消费税；或者通过

给消费者使用清洁替代品以 激励来

改变消费模式，以保持一个相当大

并且比较稳定的税基。
（三）开征新税种

1 .开征社会保障税。我国直接

税收入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所得

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偏低，社

会保障税缺位。实际上，2003 年全国

税务机关共征收社会保险费 1691 .74

亿元，如果将这部分收入和其他部

门征收的各类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

税，那么我国直接税收入占比将达

4 5 % 左右，直接税与间接税基本持

平。借鉴国际社会的基本做法，社会

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主要是雇主支付

的工资薪金额 、 雇员取得的工薪收

入额及自营业主的纯收益额；社会

保障税实行分项比例税率，针对退

休、失业、伤残、医疗等具体项目需

要的社会保险支出量 ，规定高低不

等的差别比例税率。雇员税款大多

实行源泉扣缴法，即由雇员所在公

司负责扣缴 ， 雇主应纳的税款由公

司直接缴纳；而对于自营业主及其

社会成员应纳的社会保险税，则实

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的方法。
2 .开征环境保护税。目前我国

应列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的首先

是排放各种废气 、 废水和固体废物

（包括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渣及各类

污染环境的工业垃圾）的行为。因

为，此类行为对我国环境的污染最

为严重，仅工业废物排放就构成我

国污染源的 70% 。其次应把那些用难

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 、

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

各种包装物品纳入征收范围。此类

物品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且不易

消除 ，而对其课税在操作上又比较

简便。根据国际通行的 “污染者付

费” 的原则，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可

暂定为从事应税排污行为和生产应

税包装物的企业 、 企业性单位和个

体经营者，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

个人暂不征收。对应税排污行为，应

以 污染 物的实际排 放 量 为计税依

据，采用定额税率，实行从量定额课

征。对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

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及实际产

量等相关指标测算排放量，作为计

税依据。为鼓励纳税人积极治理污

染，应制定出各种废水、废气和固体

废物的排放质量标准，对未超过标

准的，允许免税排放；对超过标准

的 ， 则应 根据 其不同类 别设 置税

目，视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确定高

低不同的税率。对同一类污染物，也

有 必要 根据其有 害成 分的 不同含

量，确定差别税率；对应税包装物可

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入按比例

税率课征，也可以 按销售数量采用

定额税率课征。
（作者单位：吉林省白城市洮北

区烟叶公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人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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