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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视角下金融业发展与思考
张则锋

制造业，成为拉动地方财税增长的重要

力量。但从深圳金融业税收收入增速波

动情况来看，2016 年出现负增长，微跌

0.06%。这显示出金融业税收收入受到

整体金融环境影响非常明显。特别是随

着 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开，金融业增值

税税负呈现明显的下降，以深圳市 2016

年纳税百强企业第一名的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例，其 2016 年下半年的增值

税税负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下半年整

体下降 11%。在增值税税负下降的趋势

下，金融业的企业所得税的比重无疑将

取得进一步提升。

税收视角下金融业发展聚焦

（一）金融业税收受金融环境、政策

变动影响较大，税收经济相关度偏低。

2006 年以来，金融环境受到 2007 年资本

市场大幅增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2015 年国内资本市场动荡等影响出现较

大波动。从深圳来看，金融业增加值虽

受到影响，但整体上基本保持稳定增长

态势，但金融业税收却呈现大幅波动。

从税收经济回归分析来看，以深圳市

2007 年以来金融业增加值、税收收入、

GDP 等数据进行回归测算，金融业增加

值与 GDP 的相关度较高，基本呈现线性

增长，每单位金融业增加值对应 6.24 单

位的 GDP。但从金融业增加值与同期的

金融业税收数据进行线性回归来看，相

关度明显下降，每单位金融业增加值对

应的金融业税收为 0.37 单位，且存在一

定的偏差。

（二）金融业营改增虽带来行业税

负逐步下降，但仍存在一定的政策困

境。金融业营改增全面推开后，一系列

财税文件的出台，金融业营改增政策得

以不断完善，行业税负出现了明显的下

降，但由于金融业态的复杂性，许多政

策仍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带来一定的

税收执法和纳税遵从困境。一是贷款利

息支出不得抵扣。作为金融业营改增的

原则性规定，无论是对金融企业而言，

还是对广大的融资企业而言，购买贷款

服务仍面临重复征税问题，融资成本未

能实现明显下降。二是保险企业的赔付

支出带来一定的税收风险。保险企业目

前以现金为主要赔付方式的情况下，很

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降低

税负。这也造成部分保险企业开始探索

实物赔付的方式，但这可能产生增值税

“视同销售”问题，给保险企业带来一定

的税收风险。三是部分业务处理较原营

业税差异较大产生一定的争议。如离岸

金融服务离岸金融业务在原营业税的实

际执行中一直享受免税优惠，营改增后

跨境金融服务免税范围限定为“为境外

单位之间的货币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业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税收是国

家的血脉。基于税收视角分析金融业，

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金融业在国家经济

中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职能作

用，维护金融肌体的健康，推进国家经

济的发展。本文以深圳市金融业发展情

况为例，审视金融业税收政策存在的主

要问题与不足，提出进一步完善金融业

税收政策的相关建议。

深圳市是我国的主要金融中心之

一，也是国内金融市场机制最健全、创

新氛围最浓郁、跨境人民币业务最活跃

的地区之一。金融业作为深圳四大支柱

产业之一，伴随特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壮

大，目前已初步建成以银行、证券、保

险为主体，其他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结

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现代金融体系。以

金融业增加值来看，从 2007 年的 765.07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2876.89 亿元，复

合增长率高达 20%，同期深圳市 GDP 增

速近 8 个百分点。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11% 提升至 2016 年

的近 15%。同期，金融业税收从 230.18

亿元增加到 979.71 亿元，高于同期总体

税收增速 18%。随着金融业税收快速增

长，金融业对整体税收贡献持续提高。

2006—2016 年 间，金 融 业 税 收 占 全 市

总体税收比重从近 10% 增长至 20%，期

间 2015 年高达 23%，税收贡献仅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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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的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优惠范

围收窄使银行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受到

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金融业所得税政策完善相对

滞后，降成本促消费仍存在较大空间。

金融业营改增后，流转税环节的金融业

税收政策得到较为全面的完善，但在所

得税层面，金融业税收政策仍存在诸多

改进空间，尤其是促进大众消费、降低

融资成本等方面。在个人所得税层面，

实质性的金融税收优惠政策有待推出。

如针对个人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方面，作

为个人主要支出之一，利息支出的负担

较重，对个人消费带来较大的抑制作

用。又如在个人商业保险支出方面，随

着金融保险业的发展，保险支出在个人

支出的比重逐渐增加，但在商业保险层

面的税收优惠较为缺乏。在企业所得税

层面，如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列支方面

较为严格，一般不得高于金融机构同类

贷款利息，但社会融资成本往往过高，

导致许多企业以管理咨询费等名义予以

代替，给税务机关后续管理带来较多的

征管风险。

（四）金融环境变化快、影响广，但

防范金融风险的税收政策相对不足。

2007 年以来，金融环境多次发生变化，

尤其是以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2015

年的股市异常波动为代表。金融市场动

荡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生较为

严重的后果，这就需要在各个层面注重

防范金融风险，税收层面当然不可能置

身事外。但就目前税收政策而言，仍存

在诸多值得完善之处。如针对股市投机

行为，目前主要集中在股息的差别所得

税政策方面，但由于目前我国股市的股

息分配比率过低，导致该政策效用大打

折扣，又如在抑制金融杠杆方面，目前

财税文件明确了资管产品的税收政策，

提升资管的税收成本，有效抑制金融杠

杆，但在具体执行中对固定收益的界定

较宽，对基层税务机关的具体操作带来

一定的挑战。此外，针对金融业利润一

般较高，互联网金融等多种金融业态不

断发展，许多企业存在向金融转型冲动

等现状，如何更好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进

一步引导金融业健康发展，也有待深入

研究。

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发展的税收思考

（一）立足降低成本，不断完善金融

业流转税环节税收政策。金融业营改增

后，流转税环节降本增效日益明显，但

还需在一些政策层面完善，进一步巩固

扩大税制改革成果。一是要逐步将利息

纳入抵扣范围，进一步打通增值税抵扣

链条。近年来，由于融资成本高企，企

业负担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转型升

级。据公开数据统计，2015 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负债 55.9 万亿元，以 2015 年

企业融资成本 5.38% 测算，利息负担 3

万亿元。如果将贷款服务利息支出纳入

抵扣范围，减税规模约为 1700 亿元。二

是要平移税收优惠，进一步降低企业成

本。如在离岸金融业务方面，可参照全

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国际通行做法，在税

收待遇上，进一步明确将离岸业务视同

为银行境外机构业务处理，不纳入增值

税征税范围。在保险企业赔付支出中，

明确对实物赔付允许抵扣相应进项，且

综合权衡企业经营实际，不纳入视同销

售处理，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二）立足刺激消费，不断完善金融

业所得税环节税收政策。金融业营改增

后，流转税环节降成本效应将得到进一

步发挥，但在所得税层面而言，金融业

税收政策仍大有文章可作。如在个人所

得税方面，要切实推进相关改革，将涉

及金融层面的利息负担、商业保险负担

等纳入个税的扣除范围，进一步提升个

人的消费潜能，更好促进社会消费。又

如在企业所得税层面，可进一步完善制

约企业发展的利息扣除限制等，在利息

扣除标准方面设置一定的浮动空间，进

一步规范社会层面的融资操作，避免部

分企业通过借助管理咨询费等名义规避

政策限制所带来的税收风险。

（三）立足防范风险，不断完善引导

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要完善抑

制金融投机的税收政策，在差别化股息

的税收政策基础上，逐步完善针对金融

投机交易的转让环节流转税、所得税的

差别化税收政策，引导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形成长期健康的投资理念。要完善抑

制金融杠杆的税收政策。如在资管产品

税收政策和征管方面予以进一步明确，

改变目前资管产品固定收益认定相对宽

泛、征收开票环节争议较大等问题，切

实发挥税收政策在降低融资杠杆中的作

用。同时要系统思考金融业税收政策安

排，如针对金融业利润水平较高，金融

动荡影响范围较广的特征，可以参照专

项基金征管做法，推出维护金融市场稳

定专项基金安排，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

长效机制。

（四）立足促进发展，不断完善金融

业全面发展的税收安排。要大力推进完

善金融国际化的税收安排，从国际税收

协定的谈签、国际税收治理涉及金融层

面的制度安排等方面予以统筹考虑，不

断推进本土金融机构走出去，不断提升

国内金融中心的世界影响力。如深圳金

融业方面就要充分利用深港金融合作，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加快前海金融

集聚区建设，加快发展前海离岸金融市

场，促进国际金融资源集聚。还要加强

金融人才体系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的税

收环境。加大金融人才引进集聚力度、

优化金融人才发展环境及完善金融人才

工作保障机制，在高端金融人才个人所

得税、高端金融人才培养院校机构税收

政策等层面提供相应的政策激励，不断

解决因金融人才缺失造成的高端金融发

展掣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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