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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入关”财税怎么办？

曾纪发

我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简称 G A T T）

缔约国地位的恢复已指日可待。从总体和长远

看，“入关”将有利于改善贸易环境，争得国际市

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从近期和局

部看，“入关”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它将对整个

经济贸易带来巨大震动，也给现行财税政策、财

税发展带来极大影响。面对“入关”，财税怎么

办？

一、应充分估计“入关”后财政面临的现实

压力

1.支柱财源将受强波冲击，收入有可能骤

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产品定价制度，为保护

民族工业的发展，有些进口商品关税税率定得

偏高，在强度保护下建成了一些支柱产业，并使

其保持了较高的超额利润，形成了价格扭曲下

的财源支柱。“入关”后市场对外放开将使一些

行业承受巨大压力。汽车、彩电、冰箱、空调等国

内高利产品与国际市场差价很大，即使是作为

我国出口支柱的纺织业，若取消“多种纤维协

定”和配额制度，高关税税率降低后，也可能出

现大面积亏损。这些长期培植的财源支柱被动

摇后，短期内又不可能出现替代财源，财政收入

很可能出现暂时骤减，而后还会出现一段过渡

性的低速增长。

2.关税减让、进口调节税取消，潜在财源

将大量流失。按照 G A T T 贸易壁垒递减原则，

缔约国之间必须实行关税对等减让。关税原是

我国财政收入大项，初步匡算，若以 1985 年关

税税率为基准，今后每年将因调低关税而减少

财政收入至少在 300 亿元以上。

3.出口退税增加，群体财源散失。我国自

1985 年起实施出口退税制度，以增加出口商品

的国际竞争能力。恢复 G A T T 缔约国地位后，

为防止因进口商品涌入可能出现的国际收支逆

差，必须进一步鼓励国内商品挤入国际市场，应

实行包括出口退税、外贸承包、下放外贸经营

权、扩大外汇留成比例、建立外汇调剂中心、下

调汇率等措施，以便出口有较大的增长，而出口

增长又会导致退税额增加，从而制约财政收入

增长。

4.高档消费品大量涌入，造成新的支出压

力。我国目前产品结构畸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消费结构超前发展，而进口偏好是形成这种

消费结构的催化剂。“入关”后高档消费品大量

涌入，若控制不力，一场更高层次的办公设备、

教学仪器、医用设备现代化投资竞赛就会出现，

受此牵动行政事业单位支出将大量增加。

5. 为加强竞争、保护市场，财政还需增加

投资。财政为保护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

力，避免出现国内支柱产业垮台和大面积国营

企业倒闭的情况，必须加强高科技、新技术、智

力等方面的投资，促进科技水平提高，并要改善

和加强供水、供电、交通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其

它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意味着，“入关”以后，在

某种程度上，财政的责任更大，增支因素更多，

包袱更重。

总之，就现实情况而言，“入关”后收入增加

的因素不多，而骤减的因素却不少。而且，财政

收入将随世界经济的波动而涨落，其稳定程度

也会降低。此外，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有可能由现

在的顺差转为逆差，如果逆差过大且呈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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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就会相应受到影

响。

二、抓紧研究“入关”后的财政战略和政策

思路

“入关”后，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财政调控的

范围更加广阔。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既要立足国

内市场，也要着眼国际市场。在加入 G A T T 条

件下，财政战略的总体思路应当是：坚持对内搞

活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为宗旨，遵守和充分利用关税贸易总

协定与有关国际交流、国家贸易法律以及国际

惯例，密切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战略，

充分发挥财政分配、调节、监督职能，实施高度

灵活有效的调节手段，大力涵养“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两大财源”。

实现财税战略的政策思路是：

第一，采取多样、灵活、高效的调控手段，强

化财税调控职能。要适应国际大环境，全方位进

入调控“角色”。在财政调控手段上，重点运用预

算收支政策和财政信用、投资、国债等手段。在

税收调控手段上，要充分运用税种设计、税率调

整、税收征管以及减免税和出口退税等手段。在

财务手段上，运用成本核算、折旧政策调整资金

结构、优化国有资产配置等。在调控方式上作一

些适应性的改革和探索，改直接调控为间接调

控，如通过半官方或民间团体等形式影响、控制

和引导市场。同时，财税部门还可以通过财税宏

观调控决策咨询委员会、税收政策咨询服务中

心、财务会计实业公司等组织形式贯彻国家财

税战略意图。

第二，择优限劣，奖出限入，大力开发国际

财源。扶优限劣，奖出限入，保护民族幼稚工业

是一项综合性的战略国策，需要多方面配套进

行，但财税责任尤其重大。“入关”以后，贸易保

护措施的重点必然要由“限入”转为“奖出”。因

此，今后必须加强效益观念，高度灵活运用比较

利益原则，通过多种多样的出口奖励和进口限

制措施，积极拓展和延伸财源渊流，建立一种新

型国内国际开放型的财源结构体系。

第三，加强立法，研究制定一套既结合国情

又符合国际准则的经贸财税法律。财税方面应

本着先易后难、先内后外原则，加紧立法工作。

现在为应付“入关”所急需制定的法律有：预算

法、公债法、财政信用法、财政补贴法、关税法、

反倾销法等，通过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提

高政策透明度，加强财税管理，提高国际信誉，

吸引外资。

第四，掌握技巧，用好用足国际贸易财税政

策。目前我国对国际贸易财税政策的一些优惠

待遇尚未用足，如向欧共体出口农产品的普惠

制只用了 35%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利用

率为 60%。另外，还可充分利用 G A T T 中有关

发展特定工业、国际收支及保障机制等条款，实

施对国内民族工业和幼稚工业的有度保护，减

缓市场准入对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冲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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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前应战

赵义州陕西省渭南地区财政局局长

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必将加快我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组

织的步伐。如何迎接“入关”挑战，已在消费者、

企业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喜忧之声皆有。作为管

理地方财政收支和国有资产的财政部门，如何

适应并策应“入关”，也应未雨绸缪。

“关贸总协定”最主要的内容是要求成员国

对外拆除限制性关税壁垒，减让关税；对内统一

税制，集中税权、公平税负。我们渭南地区地处

陕西关中东部，交通便利，农业发达，工业经济

初具规模，电力、煤炭、机械、冶金、化工、纺织、

食品、建材 8 大行业已成为全区工业的重点和

支柱，外贸出口以纺织、化工、五金矿产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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