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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时期税收收入的结构性分析

“十
一五”时期，全国税收收入总

量保持较快增长，国家财力显

著增强，为政府履行职能、改

善民生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可靠的

财力保障，为政府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税收结

构不断优化。分税收种类看，与“十五”时期相

比，“十一五”时期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在

税收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货物和劳务税收入

等间接税的比重相应降低。分收入级次看，地

方财政各项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略有提

高，中央财政各项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

相应降低。

一、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

（一）税收收入增长的总体特点

1. 税收总量持续较快增长。2006—2010

年，全 国 税 收 收 入 从 34804.35 亿 元 增 加 到

73210.79 亿元，增长了 1.1 倍。“十一五”时期

全国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20.5%，比

“十五”时期加快了 2.5 个百分点。

2.1 倍。“十一五”时期财产税及行为税等其他

税收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32.1%，比“十五”时

期加快了 24.5 个百分点，高于同期税收总收

入的平均增长率 11.6 个百分点。

3. 货物与劳务税保持平稳增长。2006—

2010 年，货 物 与 劳 务 税 收 入 从 22653.66 亿

元 增 加 到 47193.80 亿 元， 增 长 了 1.1 倍。

“十一五”时期货物与劳务税的年均增长率

为 19.6%，比“十五”时期加快了 2.7 个百分

点。其中，国内增值税年均增长率为 14.3%,

比“十五”时期回落了 4.5 个百分点 ；国内消

费税年均增长率为 30.0%，比“十五”时期加

快了 16.3 个百分点 ；营业税年均增长率为

21.4%，比“十五”时期加快了 3.6 个百分点。

4. 所得税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速明显回

落。2006—2010 年，所 得 税 收 入 从 9493.31

亿 元 增 加 到 17680.81 亿 元，增 长 了 86%。

“十一五”时期所得税的年均增长率为 18.9%，

比“十五”时期回落了 7.3 个百分点。其中，企

业所得税年均增长率为 19.2%, 比“十五”时期

回落了 7.1 个百分点 ；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率

为 18.2%，比“十五”时期回落了 7.8 个百分点。

（二）税收总收入及主要税种增速变化的

原因分析

1. 税收总量持续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

经济稳定增长为税收增长奠定了税源基础。

“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良好，特

别是与税收关联度较高的经济指标增长较快。

“十一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 25.7%。企业

效益大幅增加，工业企业利润快速增长，年

均增长率为 21.3％。全部工业企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率为 15.7％。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

提高，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年均实际增长 8.9%。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

 

2. 财产税及行为税等其他税收快速增长。

2006—2010 年，财产税及行为税等其他税收

从 2657.38 亿元增加到 8336.18 亿元，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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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

15.9%。税源规模的迅速增长，带动

相关货物与劳务税、所得税等主体税

种实现增收。

2. 国内增值税收入增速回落的

主要原因。增值税转型改革导致增值

税收入增速放缓。从“十一五”时期

中期（即 2009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导致每年增值

税收入减收超过 1000 亿元。2009 年、

2010 年，增值税增速明显放缓，同比

分别增长 2.7% 和 14.1%，远低于同期

税收总收入的增长速度。

3. 消费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政策调整因素。从 2006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将高尔

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实木地板、

木制一次性筷子、游艇等纳入到消费

税征税范围。2009 年国家相继提高了

成品油、烟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并加

强对白酒计税价格的核定。上述政策

调整使得消费税大幅增收。二是居民

购买力增强，带来汽车、黄金珠宝等

大额消费品的销售额大幅增加，促进

消费税快速增长。“十一五”时期，汽

车市场购销两旺，乘用车生产量年均

增长率达到 28.7%。金银珠宝商品零

售额年均增长率达到 30.2%。

4. 营业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金融保险行业的营业收入增长较

快。特别是为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的影响，国家采取超常扩张性的货

币政策，扩大了信贷规模。“十一五”

时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年均增

长率为 19.7%。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持续高位运行和房地产市场活跃，

带动建筑安装业和房地产业营业收入

及营业税大幅增长。“十一五”时期，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

26.3%，其中，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额

年均增长率为 24.9%。

5. 企 业 所 得 税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但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企业所得

税 继 续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企 业 效 益 大 幅 提 高，带 动 企 业

所 得 税 快 速 增 长。“ 十 一 五 ”时 期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快 速 增 长，从 2006

年 的 19504.44 亿 元 增 长 到 2010

年 的 38827.9 亿 元，年 均 增 长 率

为 21.3 ％。与“ 十 五 ”时 期 相 比，

“十一五”时期企业所得税增速回落

的原因 ：一是从 2008 年起内外资企

业所得税法合并，企业所得税总体

税率水平降低。二是“十五”时期，

企 业 所 得 税 收 入 的 基 数 过 高。特

别是受国有企业改革等因素影响，

2001 年 汇 算 清 缴 2000 年 的 企 业 所

得税大幅增长。2001 年企业所得税

对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达到 48%。

6. 财产税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

原因。一是财产税政策调整力度大，

使得财产税收入大幅增加。2006 年

以来，国家实施了多项财产税改革，

扩大了财产税的税基，提高税额标

准。如自 2007 年起，对外征收的车

船使用牌照税与对内征收的车船使

用税合并为内外统一的车船税，税

额 幅 度 标 准 有 所 提 高 ；自 2007 年

起，扩大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

范围，由对内资企业征收扩大为对

内外资所有企业征收，税额幅度提

高 2 倍 ；自 2008 年起，将对内征收

的耕地占用税改为内外统一征收，

税额幅度提高了 4 倍 ；自 2009 年起，

取消城市房地产税，对内征收的房

产税改为内外统一征收，取消了一

些针对外资企业的减免税，保全了

税 基。二 是 房 地 产 市 场 供 销 两 旺，

带 动 房 地 产 交 易 和 保 有 等 各 环 节

财产税收入快速增长。“十一五”时

期商品房销售额快速增长，从 2006

年 的 20825.96 亿 元 增 长 到 2010 年

的 52478.7 亿 元，年 均 增 长 率 为

24.5％。

二、各类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
比重

( 一 )“十一五”时期各类税收在

税收总收入的占比情况

“十一五”时期，货物与劳务税

仍然在税收总收入中占据主体地位，

占比达到 63.4%，其中，来自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这三个主体税种的收

入份额，就占到总税收的 55.8％。其

他货物与劳务税（包括关税、车辆购

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在税收总

收入的比重为 7.6%。所得税在税收

总收入的比重略有上升，达到 26%。

其中，企业所得税所占比重为 19.2%，

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为 6.8%。财产

税、行为税等其他税收的比重进一

步上升，在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10.6%。

“十五”时期各类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
比重图

“十一五”时期各类税收占税收总收入
的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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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

期各类税收占税收总收入比重的主要变化特

点及原因

1. 主要变化。

一是财产税、行为税等其他税收的比重

显著提高。“十一五”时期，财产税、行为税等

其他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10.6%，比

“十五”时期提高了 2.8 个百分点。二是所得

税比重进一步上升。“十一五”时期，所得税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10.6%，比“十五”提

高了 2 个百分点。其中，企业所得税的比重提

高了 2.3 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的比重略有下

降，降低了 0.2 个百分点。三是货物与劳务税

比重下降。“十一五”时期，货物和劳务税占

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63.4%，比“十五”时期

下降了 4.8 个百分点。其中，比重下降较多的

是增值税和关税，增值税在税收总收入的比

重比“十五”时期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关税

在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比“十五”时期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

2. 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财产税政策调

整以及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使得财产税

收入大幅增加，在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上升。

2006 年以来，国家实施了多项财产税政策改

革，扩大了财产税的税基，提高税额标准，

使得“十一五”时期各项财产税收入快速增

长。另外，房地产市场供销两旺，带动房地产

交易和保有等各环节财产税收入快速增长。

“十一五”时期商品房销售额快速增长，年均

增长率为 24.5％。二是企业效益大幅提高，居

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带动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快速增长，所得税在税收总收入的

比重进一步上升。“十一五”时期工业企业利

润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21.3％。城乡居

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扣除价格因素，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8.9%，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8.9%。尽

管“十一五”时期所得税收入的增速略低于

“十五”时期，但是其增速仍高于税收总收入

和货物劳务税收入的增速，因此，所得税在税

收总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三是增值税转

型改革导致增值税收入增速放缓，增值税在

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从“十一五”时期中

期（即 2009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

型改革，估计造成每年增值税收入减收超过

1000 亿元。

总 的 来 看，“ 十 一 五 ”时 期，税 制 结 构

不断优化，所得税和财产税在税收总收入

的比重稳步上升，货物与劳务税的比重下

降。但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货物

与劳务税所占比重仍然偏高 , 所得税和财

产 税 所 占 比 重 相 对 较 低。2010 年 , 全 国 货

物与劳务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为 64.5%, 

比经合组织国家 2008 年统计的平均水平高

出 34.5 个百分点 ; 而所得税、财产税收入仅

占税收收入的 33.9%, 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

均水平低 6.1 个百分点。因此，我国现行的

税制结构 , 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比较强 , 调

节收入分配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

功能还有待加强。

三、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稳步上升

过 去 十 年，税 收 收 入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比重稳步上升，从 2001 年的 13.95%

提高到 2010 年的 18.40%。“十一五”时期税收

收入占 GDP 平均比重为 17.42%，比“十五”时

期提高了 2.48 个百分点。  

 国际上，通常用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

来衡量宏观税负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统计数据，2006—2010 年期间， 21 个工业化

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30% 左右，30 个发展中国

家的平均水平为 21% 左右，2010 年我国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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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税负为 18.39%，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也

低于发展中国家。

四、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呈下
降趋势

2001—2010 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中税

收收入所占比重呈下降态势，由 93.38% 下降

到 88.10%。“十一五”时期税收收入占财政收

入的平均比重为 88.24%，比“十五”时期的平

均比重下降了 3.81 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财

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非税收入的比重

却逐年上升。“十一五”时期，非税收入快速

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 28%，超过同时期税收

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7.5 个百分点。 

与税收收入相比，非税收入规模过大，

既不利于规范财政收入的征管秩序，也不利

于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因此，要继续坚持

“清费正税”的基本原则，规范政府性非税收

入，加快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制度改革，大力清

理各类政府性非税收入，将部分体现政府职

能、来源相对稳定、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改为

税收，在整合环境排污收费项目基础上开征

环境税，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确保税收收入

在财政收入的比重稳步提高。

五、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在全国税收
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 

“十五”时期，中央财政各项税收与地方

财政各项税收在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57% 和 43%。“十一五”时期，二者的比重分

别为 56% 和 44%。

  总的来看，“十一五”时期，中央和地方

税收收入基本保持均衡发展。过去十年，中央

税收和地方税收在全国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基

本保持稳定。“十一五”时期，中央税收在全

国税收收入的比重比“十五”时期略有下降。 

“十一五”时期我国中央政府的税收占全国税

收的比重为 56%，与经合组织 33 个国家 2008

年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作者单位 ：财政部税政司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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