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增值税转型改革回顾与展望

编者按：今年 7 月 1 日，正值东北地区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三周年之际，中部地区转型试点 又适时启

动，增值税再次走到改革的聚光灯下，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增值税转型是我国税制改革过程中一项

重大举措，东北地区试点究竟成效如何，中部试点启动后增值税改革下一步将如何迈进？本期专题希望能

以飨读者。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总体思路

柳 语

采用生产型增值税的时代背景

我国1984年试行增值税时选择生

产型增值税，主要原因是我国增值税

是从原产品税变化而来的，而产品税

的基本特性是价内税及税率的较大差

异。要使增值税的改革能够继续下去，

必须保证不使企业因为改革而使税负

增加或增加过快，这就要求在保持或

基本保持原税负的前提下对以产品税

为中心的传统流转税制进行改革 ，即

一方面要使增值税的改革顺利进行 ，

另一方面要使财政收入不出现太大的

波动，而后一点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从

农村转向城市 ，税制改革作为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直接关系

到经济的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而

支持改革的成本或代价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中央财政来承担的。所以在当时

环境下为了使改革不致造成财政收入

减少过多 ，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是比较

现实的选择。生产型增值税尽管与规

范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在重复征税方

面还存在不彻底性 ，但比传统的流转

税前进了很大一步。
1994年对增值税制度进行改革时，

我国经济正处于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状

态，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具有刺激效

应，与当时实行的紧缩政策不一致，采

用生产型增值税能够抑制投资需求，

有利于抑制投资膨胀。为了稳步推进

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税制改革时，也

没有改变增值税制的类型。

增值税转型势在必行

（一）生产型增值税问题日益凸现

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相当于将固

定资产转移部分的价值作为新价值进

行征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

征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

步发展，这种对企业资本货物的重复

征税，产生的问题逐步突出起来，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影响企业对资本和劳务的选

择，与我国产业政策调控方向不符。资

本品投资税负高，不利于企业进行设

备投资和改造，也在资本有机构成不

同的行业间，甚至地区间造成了差别

影响，不符合增值税中性的原则。

2.不利 十出口产品的 市 场竞争。

由于资本品税收不能抵扣，造成企业

出口产品退税后，仍然不能像实行消

费型增值税国家那样成为完全无税的

产品，客观上造成了税负成本劣势。
3.资本品的重复征税使原有产品

税对产业分工、协作和价格扭曲的情

况仍然存在。即一种产品由于生产流

动的环节不同，造成其税收负担的差

异，并作为价格的一部分，影响市场价

格的形成。

4.在增值税的征管实践中，由于

还需要区分不予抵扣的增值税项目和

能够抵扣的增值税项目，增加了征管

的复杂性和工作量，不利于增值税统

一规范化的管理。

基于这些问题，大多数的国内外

学者都主张，理想的增值税制应该是

消费型增值税，资本性货物应该同其

它生产投入物一样，在购入时一次性

扣除，这样可以避免阶梯式重叠征税，

促进实际投资和经济的增长。无论从

规范增值税制、与国际经济接轨方面，

还是从促进国内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术

更新改造方面来看，增值税转型都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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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行。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经济影响

的宏观层面分析

经过十几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行业税负和地区税负结构已

相对成型，增值税转型改革将会引起

多方面的利益调整，影响面较大，从整

个宏观经济层面分析，增值税转型对

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行业相对税负的调整。改革

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产业间税负结构的

变动，总体上看，转型后，所有购进机

器设备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负都会

有所下降，但是从结构上看，资本密集

型行业的税负下降幅度更大，而劳动

密集型行业的税负下降幅度小一些，

这种税负结构的变动从一定意义上讲

虽然是合理的，但劳动密集型行业大

都属于竞争激烈的行业，税负的变化

可能会对其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2.对地区相对税负的调整。企业

税负的变动必然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

至关重要的影响。沿海地区一般加工

业比较发达，中西部以采掘业为主的

基础工业在财源结构中占的比重较大，

在财政收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值

税转型将会产生财政收入在沿海地区

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转移。

3.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增值税转

型改革，允许企业购入机器设备所含

进项税金予以抵扣，在增值税税率不

变的情况下，造成国家和地方财政收

入的减收。如何处理好财政减收和改

革之间的关系，这是顺利推进增值税

改革进程的核心问题。

链接

增值税的类型

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流通和劳务服务各个环节的增值额为征税对

象的一种流转税。增值税产生的基本动力是为了解决生产专业化过程中

的重复课税问题。所谓“增值额”，理论上讲是指 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所创造的新增价值，即从商品总值中扣除生产经营中消耗生产资料价

值后的余额。按照增值额内容的不 同，增值税可以 分为三种类型：

生产型增值税。以企业的商品收入或劳务收入减除 用于生产经营的

外购物质资料价值后的余额为计税增值额，但对固定资产折旧 不予扣除。

这时的增值额等于工资、租金、利息、利润和折旧 之和，从一国范围来

看，其内容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

收入型增值税。在生产型增值税计税增值额的基础上减去固定资产

折旧 作为计税增值额，相 当于对国民收入征税，故称为收 入型增值税。
消费型增值税。在生产型增值税计税增值额的基础上减去 当期购 入

固定资产全部价值作为计税增值额，即不 包括厂 家投入的资本品的价值。

从全社会 角度看，增值税相当于只 对消费品征税，其税基总值等于全部

消费品总值，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

从财政收入角度看，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型增值税收入 最多，

消费型增值税收入最少。从鼓励投资的角度看，消费型增值税效果最好，

生产型增值税效果最差。从便于征管的角度看，收入型增值税效果最差。
目前，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占 大多数，采用收入型的国 家有阿根廷、

摩洛哥及部分原东欧 国 家，采用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有中国、南非和印

度尼西亚。

（三）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整体思路

和方向

设计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整体思路

和方向时，必须解决财政减收问题。对

此，国外政府实行增值税转型时采用

的主要方法有：在过渡时期提高增值

税的基本税率，待过渡期完成后再恢

复至正常水平；改革初期单独对固定

资产投资开征特别投资税，征收比例

逐年降低，直至完成过渡后取消；对新

增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实行分年限按

一定比例认定抵扣的办法，一般改革

当年抵扣的比例低，越往后抵扣比例

越高，直至全额抵扣；配合其他税种的

政策调整解决财政收入问题。

我们认为，增值税转型改革如果

采取提高税率办法，将会提高劳动密

集型加工行业的相对税负和绝对税负，

在目前情况下，为尽可能减少矛盾和

阻力，不宜采取此方式。而开征投资税

的方式类似我国曾经开征现已暂停征

收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与我

国目前宏观经济调节方向不符。同时，

考虑减少财政减收压力、简化改革方

案、稳妥地推进改革和促进企业设备

投资和技术改造等因素，增值税转型

改革的总体思路确定在保持税率不变、

优先考虑机器设备抵扣、存量资产不

予考虑的前提下设计改革方案。

对下一步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建议

目前，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

已经运行了三年的时间，应该说，试点

工作开展的十分顺利，为增值税转型

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目前国

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党中央、国务院

的部署，增值税转型改革下一步工作

的指导原则是：继续做好东北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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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根据国务

院部署做好中部地区部分老工业基地

城市的转型试点，同时积极研究全国

实施方案，尽快完成在全国范围内推

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任务。
（一）推进中部地区部分老工业基

地城市增值税转型试点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日

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认真调

研的基础上，结合中部地区的特点，联

合下发了《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

范围暂行办法》，规定自 2007年7月 1

日起，将增值税转型试点扩大到中部

六省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被纳入扩

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26个老工业

基地城市为山西省的太原、大同、阳

泉、长治；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蚌

埠、芜湖、淮南；江西省的南昌、萍乡、

景德镇、九江；河南省的郑州、洛阳、

焦作、平顶山、开封；湖北省的武汉、

黄石、襄樊、十堰和湖南省的长沙、株

洲、湘潭、衡阳。实施扩大增值税抵扣

范围试点的行业为上述老工业基地城

市中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

金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采

掘业、电力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的纳

税人发生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准予按

有关规定抵扣：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和

实物投资）固定资产；用于自制（含改

扩建、安装）固定资产的购进货物或增

值税应税劳务；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取

得的固定资产，凡出租方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

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缴纳增值税的；为

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运输费用。所称进

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自 2007年 7月 1 日

起（含）实际发生，并取得 2007年 7

月1日（含）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交通运输发票以及海关进口增值

税缴款书合法扣税凭证的进项税额。

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是

中央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采取的重大

措施，也是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的进

一步深化。

（二）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

改革的方案设计

增值税转型是对我国增值税制度

的一次制度性规范，同时，作为流转税

应该保持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保证增

值税制的统一性。因此，增值税转型试

点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将产生区域或

行业间长时间税制不公平的现象，不

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容

易导致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扭曲。因

此，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增值税转

型势在必行。

1.转型方案。从理论上分析，转

型方案可以这样设计：在现行增值税

税率水平的基础上，尽快在全国范围

内全行业实现增值税转型，即允许新

购入机器设备所含进项税金予以抵扣。

为稳妥起见，改革前期采用增量转型

办法，这样既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

问题，又便于准确了解增值税转型改

革对财力的影响、对企业投资行为的

刺激效果。同时，为规范操作，可采用

直接抵扣的方式。考虑到一些特殊行

业，如采掘业和水电行业，由于其矿井

建设和水坝建设投入在其投资总额中

所占比例偏高，还需要在允许抵扣进

项税金的范围上适当考虑专门的办法。
2.配套政策的调整方案。增值税

转型后，原有在生产型增值税制背景

下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也需要进行相

应调整，以避免优惠政策的重复，这也

是规范增值税税制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一是进口免税政策的调整。考虑到目

前进口设备免税政策享受面过宽，长

期实行不仅导致中央财政的大量减收，

而且造成对国内设备生产企业的不公

平竞争，冲击国内生产，因此，增值税

转型后进口设备免税政策应予以规范，

即时取消。可考虑对进口设备抵扣不

受增量限制，且对由于进口设备产生

的期末留抵在一定条件下实行退税处

理。二是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品退

税政策的调整。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

同进口设备免税政策基本相同，因此，

在实行增值税转型后，应予取消。三是

国内部分行业和产品增值税先征后退

政策的调整。一部分增值税先征后退

政策的出台是出于解决生产型增值税

制度下部分行业税负过高的问题，随

着转型后企业进项税额的增加，企业

税负会趋于合理化。因此，可以区分不

同情况逐步调整取消。

3.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的修改。增值税转型后最大的调整内

容就是允许新增机器设备进项税金予

以抵扣，其涉及的法律问题就是需要

调整1994年出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同时，1994年以来国家

根据产业政策调整的需要也出台过一

些增值税政策和管理办法，有些也与

暂行条例中相关内容不符，因此，增值

税转型改革全面推开后，增值税暂行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改工作需要马

上开始。

以上各方案仅是在理论分析基础

上的初步分析，具体实施时还要根据

国家宏观经济情况具体设计。

总之，增值税转型是我国税制改

革过程中一项重大举措，改革的成效

会直接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各

级财政部门的可支配财力，它既是一

个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税

收调控技术成熟的过程。我们坚信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积极稳

妥地推开这项改革将为我国市场经济

的制度建设增添闪光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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