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应是我们今天讨论

减税降费话题的语境。

与高速增长阶段大不相同，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

非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这意味着，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减税降费，

应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之一，其主要目标应锁定于降成本，瞄准结构调整，着力点落在供

给侧。它的基本行动逻辑是，减税降费可减少作为企业产品和服务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的税费成本，

进而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或有利于企业优化供给结构，或有利于

企业提升供给质量。无论是供给结构的优化，还是供给质量的提升，最终都会收获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效果。

今年的减税降费操作就是聚焦高质量发展、“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的具体

体现。全年实施的减税降费规模高达近 2 万亿元，其中主要体现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减收。就规模

和力度而言，无疑是空前的。然而，跳出规模和力度的局限而伸展至具体的操作层面，还可以发现，

今年的减税降费有着鲜明的特点 ： 

其一，与以往的实践有所不同，减税降费所涉及的重头是增值税而非企业所得税。这说明，今

年的减税降费，其主要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而非扩需求。再注意到增值税的减少主要是通过税率

的降低实现的，增值税税率的降低又主要体现在适用于制造业的标准税率上（从 16% 降至 13%），

也可以进一步说，今年的减税降费，其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部门而非其他部门降成本。

其二，与以往的实践有所不同，减税降费规模与财政赤字增量之间是存有较大差距的。这说

明，今年的减税降费，主要不是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办法来支撑的。再注意到减税降费的同时，

中央财政一般性支出压减 5% 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 3% 左右、长期闲置资金一律收回、增加特定金

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以及地方政府主动挖潜、优化支出结构等方面的行动相继推出，也可以进

一步说，今年的减税降费，其主要的财源支撑在于“节用裕民”——与削减政府支出相挂钩，以政

府的“紧日子”换取企业的“好日子”。

其三，与以往的实践有所不同，减税降费是通过税费制度改革而非政策调整的途径加以实施

的。这说明，今年的减税降费并非临时性的操作，而是立足于长久之计的减和降，系持续有效的行

动。再注意到举凡改革行动往往要与既定改革规划相挂钩，循着既定改革方向而展开，也可以进一

步说，今年的减税降费，主要不是着眼于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安排，而系立足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

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的长期战略。

综上所述，今年的减税降费以给实体经济降成本为主要目标，以节用裕民为支撑财源，以制度

变革为实施途径，在归宿点、支撑财源以及实施途径上都有特别讲究，而并非“一锅煮”“一勺烩”。

换言之，减税降费的主要目标在原有“扩需求”的基础上，添加了“降成本”，且以后者为主。如此

的安排，实系聚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将以减税减费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纳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棋局之上，并真正付诸实践，以切实可行又管用见效的行动方案推动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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