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约束条件，即它要和整个间接税改革和价格改革

结合起来，进行全面考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初期，商品流通渠道变动不定，各种商品的加价能力又

有所不同，加上现行税收征管水平的限制，全面推行增

值税的条件尚不成熟。（二）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

度，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平等的税收环境。与会代表一

致认为，中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必须“平整场地”，把国

有企业统 一纳入企业所得税范围，推动企业走向市场。

绝大多数代表认为，必须统一所得税税前列支和成本

费用标准，统一实行比例税率（33% ），取消不合理的优

惠，对 3—10 万元的微利企业运用 15% 和 24% 两档优

惠税率给以照顾。但在实施步骤上，则有两种主张：一

是分两步走，先内资企业后外资企业：一是一步到位。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对现行个人所得征税的三种所

得税制度，必须尽快统一起来。但在具体操作方面，又

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考虑到内外人员生活待

遇的实际差别，可以实行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但所得

税率必须统一。计税办法可以考虑按国际通行的办法，

实行按月按次预征，按年申报结算。另一种观点认为，

个人所得税改革必须实行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但考

虑到内外人员实际生活待遇的差别，可实行不同的税

率标准。（四）简并和开设一些新的税种，逐步完善税制

结构。（1）开征社会保险税，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促

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2）扩大资源税的

征收范围，将金属矿产品和非金属矿产品纳入征税范

围，逐步探索河流、湖泊、森林等资源征税的可行性。

（3）在完善现行印花税的基础上，开征有价证券交易

税、资本利得税，建立证券税制。（4）对土地有偿转让和

房地产交易等税源，应及时研究开征相应的税种进行

调节。（5）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逐步完善财产课税制

度。（6）逐步取消工商统一税、筵席税、牲畜交易税等税

种。

四、关于合理划分税权，实行分税制改革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经过前几年的改革，中国中央

与地方财力分配上的分级管理已初步形成，但现行分

税制试点改革办法仍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要使分

税制发挥应有的功能，还需借鉴外国实行分税制的先

进经验，准确规范中国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在此基

础上合理划分税权。在税权的具体划分和分税制模式

等问题上代表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关于税种和

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科学地划分

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税和共享税的

立法权、开征权、税目税率的调整权等由全国人大立法

规定，中央政府掌握，全国统一执行。地方税的立法权

分两种情况，收入较多、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的税种由

中央立法，但中央在制定税目税率时，应保持一定的弹

性，地方有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税负；对只

在本地开征不影响“左邻右舍”的一些税种立法权 ，应

划归地方，由省市一级人大立法。另一种观点认为，无

论是中央税还是地方税，立法权都应集中在中央，以保

证各地区的税负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地方税的税

目、税率在中央规定的范围内，地方可拥有制定具体税

率和决定开征具体税目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

央税的立法权包括税种的设置、开征、停征等，应集中

到全国人大；税法解释等管理权限，应集中到国家税务

主管部门。地方税管理权限则应集中到地方政府。

（二）关于分税制问题。绝大多数代表认为，中国的分税

制应设立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对于中央

税的管辖权和收入分配权应统一归中央；地方税的管

辖权和收入分配权应划归地方，做到权、责、利统一。在

共享税的管理问题上，一种观点主张分钱不分权，以利

于政策的统一；另一种观点主张实行税源共享，分开征

收。

五、关于建立和完善中国地方税体系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现行地方税体系已无法满足

地方政府实现事权的财力需要，建立与分税制相适应

的地方税制已十分迫切。一些代表主张建立一套复合

的地方税制，税种包括：（一）财产税、遗产税；（二）就业

税；（三）销售税附加。另一些代表认为，我国的地方税

系应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财产土地税为主，以

特定行为目的税为辅。

简讯·文摘书 讯

  《科技兴财理论与实践》

一书已出版

由熊汉祥、宋功昕、易新照同志主编的《科技兴财

理论与实践》一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科技兴

财”这一重大课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和阐释，书中收

录了国内财经界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从事地方财经工作

的同志撰写的学术论文。该书对广大财经工作者、理论

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均有 一定参考价值。全书共 40

万字，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定价 7.50 元。欲购者

请与湖北省襄樊市财政科研所联系。地址：湖北省襄樊

市襄城新街 4 号。邮政编码：441021。联系人：施福金。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简讯·文摘
	书讯  《科技兴财理论与实践》一书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