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
2、调整关税政策，更好地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W TO规

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打破国家间的各种贸易壁垒，促进

世界贸易自由化。对税收来说，首先涉及的是关税和进口环

节的流转税。这方面需要调整的政策包括：第一，在逐步降

低关税总体水平的同时，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按照中国

大陆对加入W TO的谈判承诺，中国大陆关税的算术平均水

平到2005年要降为10% 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要重视

发挥关税应有的保护民族产业的作用。随着关税总体水平

的降低，要依据有效保护理论和关税结构理论，利用W TO规

则允许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例外条款，并与国内经济结构

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要求相结合，不断合理调整关税税率

结构，形成“原材料→中间产品→最终制成品”、“比较优势

明显产品→比较优势不明显产品→ 缺乏比较优势产品”由

低到高的梯级关税税率结构，以体现对产业的不同保护。第

二，要大力清理和削减关税减免优惠政策措施。中国大陆关

税名义税率高，而实际的征收率却是很低的，这主要是因为

关税减免太多，税基过窄。所以要对现行的关税减免政策措

施进行必要调整，以扩大关税税基，保证关税税率下降后，

不会减少收入，同时保护国内产业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健

康发展。第三，调整非关税贸易措施。①逐步取消属于禁止

性税收支持的“以产顶进”和“以出顶进”等政策措施；②用

足W TO规则中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完善增值税出口退税

政策，实行全额彻底退税。同时要扩大出口退税税种范围。
依据W TO规则，中国大陆出口退免的税种不仅限于目前的

增值税和消费税，还应扩大到包括营业税、印花税、执照税、

特许经营税在内的所有间接税。

3、完善增值税，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优势。（1）增值税类

型应逐步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

的进项税金，以降低产品成本，加速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2）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适当缩小营业税征收范围，将

增值税课税范围扩展至建筑安装业、邮电通信业、交通运输

业、不动产销售、仓储等行业。以使征收链条更加完整，增值

税的内在制约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税务机关的交叉稽

核和审计也更为有效，税款流失将会大大减少。（3）制定科

学、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并严格稳定地执行。真正实现“征

多少 、退多少”，及时退税，确保产品零税负出口，提高出口

产品国际竞争优势。
4、改革个人所得的征税制度。第一，中国大陆个人所得

税制应由目前的分类制模式逐渐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转化；第二，降低名义税率，减少税率档次，简化

税制，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征管；第三，建立科学

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逐步统一中国公民与外籍人员的费

用扣除标准，体现公平税负。适当提高征税起点，将住房、医

疗、教育、养老保障等项支出考虑进去，同时改革单一扣除

标准，考虑赡养人的婚姻状况，制定单身扣除标准，夫妇联

合申报扣除标准，并附加物价指数因数。
5、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随着中国大陆加入W TO和市

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为了免除劳动者后顾之忧，应尽快出台

社会保障税制度，以法律形式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

份制企业、个体经营者、机关事业单位和一切有收入的个

人，为纳税义务人。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合作企业

和私营企业也应是纳税义务人，因为这些企业主在支付劳

动力报酬以外，还获取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价值。开征社会

保障税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中国大

陆加入W TO的紧迫要求。

此外，中国大陆还应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政府通

过对高额财富继承者征收遗产税，不仅具有财政意义，还可

以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而降低消费倾向，限制不劳而获。

为防止纳税人生前将财产转移，应同时开征赠与税，堵塞漏

洞。为保证遗产税征管的顺利实施，还应建立与之配套的个

人财产和个人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并对现行《继承法》进行

相应的修改，为开征遗产税提供法律保障。

6、尽快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电子商务是绕过

国界的经济活动，使传统的贸易形式和劳务提供方式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一些传统税收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如对所得来源地的认定、常设机构的概念、管理中心标准和

应税行为的发生地的判断等，都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加剧

了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和国际避税活动。电子商务引发

的上述各种税收问题，都直接涉及国家间的税收管辖权，关

系到网上贸易与传统贸易的税负公平，我们必须与国际社

会一道，尽快研究制订有关税收政策。 本刊专稿
W TO 对财政工作及财政法制

建设的要求

杨 敏财政部条法司司长

加入W TO之后，财政工作面临许多新的课题。从目前

情况看，应就涉及W TO的具体财税政策制度问题进行研究。

一是要研究关于税收政策制度方面的问题。加入W TO

之后，关税减让、出口退税数量的变化、不同产业部门经营

水平的变化等因素，将对我国财政收入、财税政策制度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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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影响。目前，需要对降低关税后的财政收入、出口退

税、税收优惠、国内税收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问

题进行研究，通过合理规范的政策制度，充分运用税收手段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护我国利益。

二是要研究财政补贴问题。补贴与反补贴是W TO规则

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农产品的生产

和流通等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财政补贴。其中，有些补贴需要

按照W TO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采取与W TO相关规定

一致的补贴措施。同时，还需研究如何利用W TO现有规则，

合理合法地对我国工商企业提供积极有力的财政支持，促

进产业升级和科技

创新，提高国际竞

争力。
三是要研究对

农业的财政支持问

题。对本国农业给

予一定支持，是世

界各国政府普遍采

取的 一项 重要 政

策，也是W TO允许

成员方在其法律框

架内享有的一项权

利。我国加入W TO

后，一方面可以享

受其他国家农产品

市场开放带来的机

遇和益处，另一方

面也需要根据W TO规则的要求，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并遵

循W TO有关农产品贸易规则。为了保护和发展我国的农

业，避免争端，有必要认真研究 W TO农业协定的有关规定，

制定并采取与W TO规则相适应的农业支持政策和支持方

式，为做好相关立法工作做必要的准备。
四是要研究关于国有企业管理问题。加入W TO后，外

资企业进一步进入我国市场，国有企业必然面临更为直接、

激烈的国际竞争。为适应这种变化，我国企业必须尽快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以赢得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时间，争取更

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在国有企业管理问题上，需要对国有企

业产权界定、监督管理、国有股权控制、上市、转让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研究，以解决国有企业改制、管理等方面面临的矛

盾和问题，并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研究制定管理措施，为我

国企业广泛参与竞争创造条件。
加入W TO，对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

战，要求我们在立法、执法、普法等方面，无论是内容、形式，

还是理念，都需逐步适应W TO的要求。
首先要抓紧做好有关财税法规制度的清理、废止、修订

和完善工作。根据W TO规则以及我国政府的承诺，有关财税

方面需要修订或制定的法规制度，按时间要求可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在我国加入W TO前需要完成修订或制定的法规

制度，另一类是入世后需要适时进行修订或制定的法规制

度。对于入世前需要完成修订工作的财税法规制度，有些已

修订完成，没有完成的也正在抓紧进行。对于入世后适时修

订或制定的法规制度，当前也应积极做好研究准备工作。在
财政执法方面，要进一步强化法制意识，树立公开、公正、透

明的执法观念，W TO规则在各成员方的有效实施，要求各成

员方建立高效的执法程序，转变执法观念，改进执法方式。
如要进一步加强间

接宏观调控，减少

对市场主体的直接

微观管理，控制许

可、审批的数量；进

一步加强对市场经

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的营造和维护，真

正树立服务意识，

为各市场主体提供

公平、公正的竞争

环境等。

其次，要清理、

修订和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
W TO 协 定 规 定 ，

“每一成员应当保

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W TO协定所附各协议中的义

务相一致”。这是W TO规则体系对各成员国法律制度在内容

上的原则要求。为与W TO法律规则相适应，我们应积极做好

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清理和修订制定工作，依法

修改或废止与我国加入W TO承诺的条件和与W TO规则不

一致的内容，特别应注意减少法规、规章中过多的有关审

批、处罚的规定。在做好对现行法规、规章清理、修改、废止

的同时，依法加强新的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利用规则进

行引导。在立法过程中，应注意与W TO规则协调一致，做到

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
再次，要充分研究和运用W TO规则，提高国内市场主体

的竞争力。W TO协定在要求各成员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

又适应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为其履行W TO框架下的义务

留下了一定的灵活性。我们应在遵守W TO规则的要求和我

国政府的承诺、认真履行应尽义务的前提下，根据我国实际

情况和充分享有相应的权利，合理灵活地运用规则，特别是

一些例外规定，以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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