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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作为世界银行纳税指标体

系衡量营商环境的11类一级指标之

一，充分展现了税收治理对经济体营

商环境的重要性。税务营商环境直接

影响企业的生产要素流向、税费负担

与税收遵从成本，成为其投资决策的

重要考量因素。为此，加强税收治理，

营造良好的税务营商环境就愈发凸显

出其紧迫性和重要性。

我国税务营商环境的国际比较：基于

世行纳税指标分析

近年来，我国大力进行税收改革，

推行税收红利政策，致力于提高纳税

人服务的质量，通过系列“放管服”措

施不断提升税务营商环境。然而从国

际比较看，我国的差距还很明显，世

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强化

培训，促进改革》表明中国纳税前沿

指数得分67.53，排名仅居114位。

（一）总税率和社会缴纳费率明

显居高。我国2017/2018年的总税费

率为64.9%，总体布局呈劳动税税率

畸高及利润税和其他税税率畸轻，较

2016/2017年（67.3%）降 低 了2.4%，

由最高税费负担第13名降低了2名。

虽然呈现减少的趋势，但仍远高于全

球平均总税费率（40.4%），也高于全

球各个地区的平均总税费率，比亚太

地区平均总税费率（36.4%）还要高出

28.5个百分点。

（二）纳税次数指标和纳税时间

表现颇佳。我国纳税次数在过去10年

均为9次，2017/2018年突破性减少至

7次，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表

现颇佳。较世界平均水平（23.8次）低

16.8次，也低于全球各个地区平均水

平。而纳税时间较上年变化最为明显，

由207个小时下降了65个小时，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237小时），但从布局

上看劳动税所用时间偏长。这两个指

标的进步主要是由于我国“金税三期”

以来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税

务”下通过在线申报缴纳税款大大提

高了效率。

（三）报税后指数得分偏低。我国

2017/2018年报税后指数得分为50，

较上年提升了0.92，但仍低于世界平

均得分。没有增值税退税制度（只适

用于出口），是我国报税后指数低的

主要原因。同样，尽管中东在纳税方

面在其他的三个子指标上表现良好，

但平均而言，在报税后指数表现并不

好。究其原因，源于该地区13个经济

体中有8个没有增值税制度，中东平

均得分只由5个经济体驱动。欧盟和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是VAT效率最高的

地区，正因为该地区增值税退税最为

普遍，除了圣马力诺以外，该地区的

所有经济体都有退税。

我国税务营商环境的短板及完善对策
唐明｜田王婧

我国税务营商环境主要短板的根源

剖析

（一）税费制度设计不完善。从社

会保险缴费看，2017/2018社会保障

费在内的劳动税占比高达45.4%，虽

然各地区标准不一致，但是各项社会

保险费率合计平均高达约40%。究其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严

重，社保费支出不足的部分要由在

职工进行缴费弥补；另一方面是社

保基金征收和管理效率低，参保单位

少报、漏报、虚列支出、占压，甚至

挪用社保费现象严重，造成了费源的

严重流失。从企业所得税看，企业负

担仍重。2016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收

入为28851.36亿元，占全部税收收

入的22.13%，相比上年增加0.41%。

就2017年来看，我国企业所得税的

一般税率为25%，高于全球202个税

收管辖区的法定企业平均所得税率

22.96%，也高于亚洲地区平均水平

20.05%。从增值税来看，退税制度不

完备。尽管我国增值税法定税率并不

高，但是实际负担仍比较高。一方面

由于小规模纳税人阻断了抵扣链条，

更重要的是我国增值税退税只用于出

口和极少量行业，而没有普遍推行进

项税额退税制度。政策性因素（因价

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倒挂、国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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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突发事件的储备、政策多次变动形成

多档税率造成税率倒挂）和非政策性

因素（如季节性因素、企业生命和生

产周期过长、恶性竞争和管理不善形

成的价格倒挂）的存在，都会使销项

税额低于进项税额而形成留抵税额占

用企业资金甚至成为企业的实际成

本，进而加重企业负担。

（二）税费监管执法力度低。一是

信息监管水平亟待提高。目前，我国

第三方涉税信息获取能力严重不足，

没有独立于征纳双方的第三方信息共

享平台。税务部门依托互联网、大数

据都属于初步阶段，大量来自交通、

公安、银行等地方的数据不能全面共

享，不同涉税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

信息共享不畅通。虽然“金税三期”推

动税务部门储存了大量的数据，但是

由于纳税人素质参差不齐，申报纳税

时填表的不规范致使申报数据信息与

事实不相符。二是执法力度低导致税

收风险。我国执法税收遵从风险高，

纳税人编造虚假备案资料、虚开增值

税专业发票、出口骗税没有得到根本

遏制，如日前出现的影视行业天价片

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现象。税

务人员相关法律理念缺失，评估与稽

查相矛盾也时有发生，降低了税收执

法的公信力与威慑力。三是稽查人员

素质水平低。目前我国稽查选案的方

式是“双随机一公开”，该模式在执行

中仍需进一步完善落实。同时，随着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税务检查“进一户门，查全税种”的新

要求对税务稽查人员业务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此外，随着B2B、 B2C、

C2C等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纳税现

实变得日益复杂。面对新业态、新产

品、新商业模式等新事物，现有稽查

人员表现为业务素质水平低，依靠传

统的税收理论和政策、财会和法律知

识不足以准确地进行税务稽查。

（三）纳税服务质效待提高。一方

面，纳税服务不足。由于我国电子税

务的发展还未充分成熟，造成了高端

纳税服务的缺位。不同部门之间、上

下级部门之间信息交流不通畅，导致

企业不可避免的多跑路，影响了纳税

人的满意度，降低了纳税效率。不同

地区的线上纳税服务完善度也有所不

同，网上办税服务没有实现全面化，

纳税人办理大多数业务还得跑大厅，

增加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精简力

度不够。在现实的检查中，发现部分

征税部门存在“文放实不放、明放暗不

放”、隐性审批的问题。该简化的不简

化、该电子的还收纸质资料，影响了

纳税服务优化的落实。我国企业报送

涉税资料还是很多，尽管 2017 年底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了新的《年度纳税申

报表（A类，2017年版）》，将表单数量

减少了10%，但企业在主表之外还可

能要填报 30 多张附表。再者，纳税服

务理念有待提升。传统的税收征管理

念认为征管者高高在上，受其影响如

今该现象仍比较严重。对于“一带一

路”走出去的企业，税收环境复杂、风

险大，纳税服务的指导和保障不充分。

深化“放管服”优化税务营商环境

的推进策略

税务营商环境作为企业投资决策

表 1  2017/2018 中国与全球各地区纳税指标比较

项目
总税率和社会
缴纳费率（%）

纳税时间
（小时）

纳税次数 报税后指数

非洲 47 285 35.5 56

亚太 36.4 197 21.9 56.9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 42.3 203 29.8 51.2

中亚和东欧 32.8 32.8 32.8 62.4

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

39.3 161 11.9 82.4

中东地区 24.4 144 17.1 44.6

北美地区 39.1 182 8.2 69.3

南美洲 52.5 547 22.6 41.5

全球 40.4 237 23.8 59.6

中国 64.9 142 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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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参考因素，税制设计的合理性、

透明性、规范性和税收监管的严格性、

法制性决定了企业的税收负担、税收

遵从成本及税收风险；纳税服务水平

直接影响企业纳税满意度。通过“放

管服”税收治理途径影响营商环境显

得尤为重要，具体策略分析如下：

（一）减税降费，完善税制设计。

第一，降低社会保险费负担率，提高

征管效率。首先要降低社会保障费

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其中占比

最大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可降低3个

百分点至16%，但整体来看仍有下降

的空间，持续减费的同时保证政策的

连续和衔接。其次要健全社保费统一

管理制度、建立社保费统一征收的信

息共享机制、形成社保费“征、管、查”

一体化的征管模式，提高征管的质量

和效率，保障社保费的足额收入。第

二，降低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加大

企业税收优惠。在新一轮世界税收改

革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应进一步降低

法定企业所得税，达到甚至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以加强国际竞争力。此外，

还应加大企业税收优惠，小微企业提

高限额的同时降低税率到 15%，对企

业亏损借鉴发达国家允许向前结转，

向后结转优惠年限由高新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的范围普及到一般企业，

并延长到10年以上。第三，深化增值

税制度改革，降低增值税实际税负。

一方面，对于政策性因素所形成的留

底给予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是将增值

税进项税额退还制度全面实施到适用

企业，从而保证增值税税收中性，提

高报税后指数得分。另一方面，减少

税率档次，简化税率结构。为进一步

降低企业税负，我国应当将增值税税

率由三档简并为两档，甚至在成熟时

推行单一税率。

（二）创新监管，强化后续管理。

第一，放管结合，逐渐由事前向事中

事后管理。强化对已下放行政审批事

项的监管并跟踪评估其成效，以防“一

址多照”等偷漏税现象的出现，针对

现实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及优化；强化

备案管理，规范减免税备案的管理办

法、形式、程序及监管措施，还可以

积极探索网上备案管理方法，以增强

备案管理的刚性；推进信用管理，对

纳税人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和纳税评

估，并且建立与其他社会信用联动惩

戒机制。第二，创新信息管税，防范

风险。“区块链+发票”生态体系在应

用成熟的情况下，应在全国逐步推进，

完善智能税收；运用新兴人脸识别技

术等提供身份验证，保障系统数据的

安全；建立第三方信息共享平台，基

于人工智能构建税收遵从风险识别和

评估模型，打通跨区域风险联动管控。

与此同时加强对税收执法的监督和绩

效考核。第三，强化内外部监督，减少

自由裁量权。通过社会监督，提高纳

税人对税务人员检查时的查验意识，

通过扫描二维码识别身份，保障税收

执法的高度透明，减少税收执法过程

中的寻租行为，进一步落实“双随机，

一公开”的监管方式；健全权职责任

绩效考核机制，通过强化机制指标，

使得纳税服务绩效结果客观公正，起

到正面激励作用。

（三） 提升服务，加强纳税满意

度。一是加强“电子税务”建设。制定

出台全国电子税务局业务、技术标准

规范，建成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

局，并且致力于由PC端转向手机端，

建设并完善掌上办税系统，大幅减少

去办税大厅“排队”的时间；创新发

票监管，构建发票、会计和纳税一体

化系统，为纳税人提供基于财税互通、

零录入、自动申报纳税的线上申报系

统。二是简政放权落到实处，加大精

简力度。已经放权的审批事项要落到

实处，同时税务机关要以“纳税人无

罪”为原则，进一步加大精简力度；

减少纳税人申报填报内容和附件资

料，将相关税费、同税种在一张表上

申报纳税，实行多表合成、合并申报，

以减少纳税次数；推动涉税资料电子

化，减少纸质资料的报送审核，减少

纳税时间并加大精准率。三是征纳双

方共成长，降低纳税风险。税务机关

不仅服务国内企业，加强税企座谈和

税法进企业等活动，对“一带一路”走

出去的企业也要多关怀，签订国际税

收协定保障权益；设立12366纳税服

务热线跨境涉税专项咨询；通过完备

税收争议案例库建立争议解决机制，

针对不可避免的税收争议帮助企业提

起税收争议协商申请。同时加强对这

些企业的税收政策指导教育，以降低

风险。另一方面，进行税收满意度调

查，畅通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答

疑，以需求为导向针对性编写税收手

册，不断调整优化税收服务，推动纳

税人成长。与此同时，建议合理设置

窗口，以综合性窗口为主，专业化窗

口为辅，同时设立应急窗口，外包窗

口办税人员岗前综合性培训业务，以

提高办税人员素质，提升办税效率。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收入共享的

政策效应及优化路径研究”（17YBA085）、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

“湖南发展PPP模式的政府性债务与对

策研究”（XSP17YBZZ012）阶段性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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