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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世界税制

发展新趋势

何维达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主

要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

展开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力图维

持正常的经济增长和适应世界税制

变化新格局。进入九十年代后，税制

改革虽不及八十年代中期那样波澜

壮阔，但仍余波未尽。九十年代世界

税制发展趋势概括起来有三大特

征。

（一）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采取结构性调整措施，增

加社会保险税和间接税（主要是流

转税）比重。

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有充裕的

财政收入来源，在西方主要靠税收

取得；另一方面要保证社会再生产

的顺利进行，在西方主要靠个人投

资。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国家进行了

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主要措施之一

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如美国 1986

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低了 22

个百分点（从 50%降至 28%）。降低

税率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

长，但税收却未按所期望的那样增

加，同时，由于财政支出呈现出明显

的增长趋势，使得近年来西方国家

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缓

慢。面对这种情况，以美国为首的主

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采取了稳定个

人所得税率，相对降 低公司所得

税、资本利得税等与私人资本积累

直接有关的税收负担，增加社会保

险税和流转额课税的结构性调整措

施。

（1）个 人所得 税。除了美国

1991 年将个人所得税率提高 3 个

百分点（从 1986 年的 28%提高到

31%）外，其余西方国家基本上稳定

不变。

（2）公司税、资本利得税。美国

对因不动产、股票等的转让而实现

的资本利得，一律采取按 28%的税

率课税，并按资产持有期限的长短

给予相应的扣除优惠等措施。英国

公司所得税的减税方案是最高税率

由 1989 年的 35%降至 1991 年的

33%。利得税的减税方案是：对通过

不动产、股票等的转让而实现的资

本利得，在计征所得税时，扣除额由

原来的 5 000 英镑上调到 5 500 英

镑。法国公司税最高税率由 1990 年

的 37%降至 1991 年的 34%。德国

1991 年 3 月 8 日提出了“1991 年税

制修正案”，决定在前东德地区停征

财产税和营业资本税，同时对私人

投资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

其他西方国家也分别采取了鼓励投

资和储蓄的税收政策，如比利时公

司税率由 1990 年的 41%降至 1991

年的 39%。

（3）社会保险税。八十年代以

来，发达国家税制结构变化的另一

个突出特点是，由于社会福利政策

的大力推行，社会保险税已在财政

收入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从

1982 年到 1986 年，各发达国家社

会保险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从

31.42%上升到 33.62%，平均上升

了 2.2 个百分点。不少发达国家已

把社会保险税作为仅次于个人所得

税的第二大税种。

（4）间接税。美国消费税的增税

方案是，汽油税税率由原来的9.1%
上调至 14.1%。此外还提高了烟税

和酒税税率，开征了电话使用税等，

消费税合计增加税额，1991 年为

176.6 亿美元，1991 — 1995 年估计

为 883亿美元。英国增值税的增税

方案，包括提高石化产品税的税率；

提高酒的税率，如粮食酒每 750CC

税额增加 56 个便士；提高烟的税

率，如纸箱装每箱（20 条）税额增加

16 个便士。德国消费税的增税方

案，包括提高各种石油产品税税率；

提高烟税税率，如每条烟税额增加

1 个劳尼。意大利 1990年财政法案

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增加牌照税

和注册税两个消费税种。

上述情况表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调整本国的

税制结构，在稳定个人所得税率，降

低公司税率及增加社会保险税的基

础上，增加间接税比重，正在朝着重

视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方向转

变。

（二）欧共体国家实施一体化的

增值税措施，逐步取消税务边界。

从 1993 年 1 月 1 日起，欧洲经

济共同体将建立一个内部统一大市

场。欧共体实施一体化的增值税措

施，将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也

可以说是九十年代世界税制发展的

一大新趋势。

为了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欧

共体执委会于 1985年 6 月在《完成

内部统一大市场》的白皮书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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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消除税务边界、协调增值税制、建

立税收抵免清算制度等法案。主要

内容有：（1）协调增值税税率，缩小

各成员国的税率差异。标准税率定

在 14— 20%之间，高于该幅度的国

家，应将税率降低到标准率的水平；

低于该幅度的国家，应将税率提高

到相应水平。（2）建立税收抵免清算

制度，统一实行目的地稽征税额。即

设立一个专户来清算各成员国进出

口差额，顺差国将多收税额交给专

户，逆差国则从专户那儿得到补偿，

统一按“欧洲货币单位”结算。

之后，欧共体执委会分别于

1987 年和 1989 年召开会议，提出

对上述法案进行修正，但未达成一

致意见。1990 年 5 月，欧共体执委

会召开会议，提出一项从 1993 年 1

月 1 日起在欧共体内实施增值税的

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取消成员国

间的边际关税手续和边境检查；目

前实行的在目的地稽征增值税的方

法截止 1996 年底，1997 年开始改

为在原产地征收增值税；简化企业

和公司在成员国间进行贸易的行政

和统计手续；加强各成员国税务部

门的合作。1991 年 6 月 24 日，欧共

体财政部长在卢森堡举行的理事会

上就增值税问题（包括增值税近似

税率问题）达成总体协议，规定从

1993年 1 月 1 日起各成员国将实行

两种增值税税率，一种是“标准税

率”，最低为 15%；另一种是生活必

需品适用“低税率”，最低为 5%。这

两项协议为取消“税务边界”创造了

条件。

由于欧共体内部统一大市场实

施一体化的增值税措施，必将引起

世界各国对增值税的关注。世界各

国普遍采用和扩大增值税的趋势在

九十年代将达到高峰。

（三）发展中国家扩大直接税税

基，全面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增值

税范围。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一直是

以间接税为主导，在间接税中，又以

产品税和关税为主。据《世界税制改

革》报道，发展中国家间接税占全部

税收收入的 50— 68%，其中产品税

和关税又占 了全部税收的 43 —

47%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

以间接税为主导？（1）个人所得税占

G N P 的比例很低，直接制约着直接

税税基的扩大，而且征收面太窄，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80%以上的低收

入不在纳税人之列。（2）公司税及其

征税管理不健全，偷漏税严重。（3）

财产税由于存在精确估价财产的技

术上的困难，其税收收入微不足道。

从间接税方面看，发展中国家历来

依靠间接税的原因主要有：（1）技术

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大部分间接

税较易转嫁，易为纳税人所接受，便

于实施；另一方面是间接税较直接

税更容易计征。（2）历史方面的原

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多数发

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其大宗

财源主要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和外

国产品与资本的输入。

进入八十年代后，尤其是九十

年代，发展中国家以间接税为主导

的税制结构受到严重挑战。（1）这种

结构一方面不能满足公共部门的支

出需要，另一方面这种落后税制又

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八十年代以

来，偿还外债的高峰来临，同时企业

大面积亏损，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财

政入不敷出，急需资金。广纳资金无

非三条途径：一是大量发行货币；二

是举借外债；三是增加税收。而这三

条措施中最安全可靠的就是增加税

收。而要增加税收，就得改革税制。

（2）由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

济形势的变化，关税收入为主导税

种的地位受到动摇。（3）自六十年代

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

到一定发展，人们收入有所增加。因

而，增加非关税收入，实施税制改革

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近年来，发

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主要包括：

一是扩大直接税税基。如个人

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过去征收面

很狭窄，或几乎没有征收，只要规定

合理的税率，适当扩大征税面，可望

取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二是全面降低边际税率。（1）适

度地降低关税税率，以吸引外资。

（2）降低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过

去，不少发展中国家公司边际税率

接近 50%，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影

响了本国工业出口产品的竞争能

力。同时，公司税应该简化，避免繁

琐所带来的行政费用增加和偷漏税

现象。（3）削减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

率。这也是配合扩大直接税税基面

的需要。墨西哥 1979 年个人所得税

最高边际税率为 55%，1988 年降为

50%，1989 年再度降为 40%。其他

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马来

西亚等国也采取了相应降低边际税

率的措施。

三是扩大增值税范围。过去的

产品税存在重复征税和重叠征税，

严重挫伤了企业和公司的积极性，

也是造成弄虚作假、偷税漏税的重

要原因之一。近几年来，不少发展中

国家正在研究和制订分阶段扩大增

值税，缩小产品税范围，把增值税作

为主体税种的计划。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正在着

手改进税收征管工作。如设置税收

分析机构，加强税务征纳机构的信

息交流，广泛采用计算机，建立严密

的协税护税监控网络等，以配合税

制改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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