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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 9 9 4 年的税制改革及其以 后 对相关税制的若

干调整，我国 已初 步 建立 了 与 社会主义 市场 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税制框 架，对调节经济运行，保证 国民收 入增

长，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均发挥了 重大作用。

但随着改 革发展环境的 变化 ，特别是加 入 W T O 以 后，

我国税 制改 革 面 临许 多新的课题和新的任 务。党的 十

六 届三中全会决 定， 为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

“分步 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并作出 了 新的战略部署。各

级 财税部门 务必 深刻 领会精神，精心 谋划 下一 步 税 制

改 革。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深化 税制改革的方向。深化 税

制改革，要把握的 大方向，主要是适应 完善社会主义 市

场 经 济体制的需要、健全社会主义 公 共财政 体制的需

要，以 及入世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一句话 ，要符合立

党为公 、执政兴 国 、执政 为民的根本方向与要求。具体

而 言 ，一是要改 变 现行体制 出 台 时抑制 经济过热的 政

策倾向，以 有利 于扩大内需，培养企业和社会增加投资

的内在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二是要改 变现行

税制征收环 节不合理 ， 内外有别的结构，以 利 于创造一

个更加 开放 、公 平、规 范和透明的制度环境；三是要改

变现 行体制 与 有关 宏观 经 济政 策相脱 节、相矛盾的状

况， 以 形成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政 策合理组合；四 是

要改 变现行税 制 宏观 税 负名 义 偏低 而 非 税 财政 负担 偏

重的畸型 态势，使税收的总量、结构、水平 日 趋合理。
其次 ，要科学掌握 深化 税 制改革的原则。一是税 法

统 一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发展与 W T O 的共同要求，统

一内外税 制和城 乡税 制 ，认 真清理 和规 范税收优 惠政

策，致 力 消除阻碍市场化 进程的税制消极因素。二是结

构优 化 原则。按 照经 济结构优 化 升级 与 利益结构公 平合

理的要求，逐步提 高直接税收 入的比 重；尽快合并对内

外资企业分别征收的相关税种；适 当 归并性质相近、征

收 交叉的税种；合理调整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抓 紧

研究 某些新税与特定目的税的 实施问题。三是税 负公 平

原则。在总体上保证国 家财政收入适度稳定增长的前提

下 ，在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各类经济成份之 间 实现

税收待遇平等、 负担公 平。四 是税制规 范原则。在税 法

统 一的基础上， 着力规 范税收 制度，以 增强税制的科学

性 、透明度和现代化 。五是税权 集散适度原则。与公 共

财政体制改革相协调，给地方以 合理适度的税收 立法权

与管辖权，以 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利益合理调整

的内在机制。六 是税管成本降低原则。税制改革既要有

利 于加 强征管，又要尽力降低征管成本。

第三 ，要切 实抓住深化 税制改革的重点。在明确方

向、把握原则的前提下 ， 正确认 识 和抓住税制改 革的重

点。一是要抓住 “一高一低” 的目标重点，即合理提高

宏观税 负，降低非税财政 负担，使 “十五” 期间的税收

占 国 内 生产总值的比 重逐步提 高到 2 0 % 以 上。二是要

抓住税制结构的调整重点 ， 以 完善征 、扣税机制 为主要

内容， 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 变，方

案的设 计既 要有利 于解决现 行生 产 型增值税 制的主要

弊端， 又 有利 于近几年内财政收入的基本稳定。同时，

以 统一税率、税基及计算、统一税收优惠为 主要内容，

对 内 外资企 业 所得 税 合并 为 法 人所得税 或公 司 所得

税 ，以 利 于 实现 市 场 经 济条件下的 国民待遇和公 平 竞

争；把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税制，改革为综合分类税

制或叫 综合与 分类 相结合的 混合税制 ，量 力 而 行设计

税 率，突出征 管重点。三是以 减轻农民负担、解决 “三

农” 问题为主要目标，调整农业税种，调低税 率，改进

征收 办法，取消对农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并逐步建立

按收入与 所得征 税的 制度。此 外还要不 断深化 关 税及

地方税制改 革。

第四 ，要合理把握深化 税制改革的力度。总的说 ，

应视 当前国情而定，量当 前国 力 而行。当 然，国情国力

也是动 态的，因此 ，还要有所预见。只 有情况明 ，方法

对，预见强，才能行之有效 ，战之能胜。这次税制改革

是现行体制的深化 与 完善，任 务相当繁重，但 大调的条

件尚不具备，大改的风险 更易发生。特别是鉴于国际经

济形势并不 乐 观 ，国 内 经 济潜伏 的深层 次 矛盾相 当 突

出 ，各种财政减收增 支因素很 多，因此 ，只 能以 微调为

主， 少数 方面 实行一些中调，如 有利 于解决 “三农” 问

题的农业税制改革，其步子可适当 大一点，如 个人所得

税的税基调整则 必 须 综合考虑全国 因 素 ， 切 不 可 贸 然

行事大幅调高。总之税 制改革涉及各方 面 、各环 节、各

层次的利益，而群众利益无 小事，务必审时度势，因势

利导；权衡利弊，趋利避 害；脚踏 实地，循序前进。只

有这样，方能使税制改 革真正深化 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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