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两会”的政协一号提案建议，对垄断行业

征收“暴利税”，为民营企业提供减税空间。多份政

协提案也呼吁减税。

减税已经喊了多年，中国的税收负担却依然过

重。2003 年以来，中国 GDP 年增长速度约为 10%，

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比 GDP 增速高出 10

至 20 个 百 分 点；2011 年，中 国 财 政 收 入 更 是 高 达

10.37 万亿元，增幅为 24.8%。

究其原因，中国实施的税收体制多沿用 1994

年 税 制 改 革 时 的 政 策，采 用 高 税 率 宽 征 管 原 则。

随 着 征 收 技 术 的 进 步 ，很 多 税 种 基 本 上 应 收 尽

收，该 政 策 导 致 宏 观 税 负 较 高，国 富 民 穷 现 象 日

渐突出。

在减税的呼声下，2009 年，中国开始实行结构

性减税，规定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可以抵扣其缴纳

增值税的基数。由于税率为 17%的增值税是制造业

企业承担的主要税种，减税旨在降低金融危机对中

国制造业的冲击。

从去年 10 月起，中国出台了包括上海营业税

试点增值税、小微企业增值税门槛提高等各类结

构 性 减 税 措 施 。 财 政 部 部 长 谢 旭 人 阐 释 了 2012

年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路线图，即：通过降低进

口 关 税，促 进 产 业 结 构 调 整；继 续 落 实 提 高 增 值

税、营 业 税 起 征 点 等 政 策，减 轻 小 微 企 业 税 费 负

担；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稳步扩围，消除重

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推进资源税、消费税等多

项税收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此外，还要落实好

其他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涉

企收费项目，全面清理规范公路收费，减轻企业和

社会负担。

从过去的“落实结构性减税”到“完善结构性减

税”，意味着 2012 年的减税工作将更加制度化、系统

化，即从过去的以单项税收减免为主，逐渐过渡到

以税目或税制改革的方式，从而更系统、更大规模

地推进结构性减税。

但耐人寻味的是，此番大张旗鼓地为小微企业

减税，看上去幅度很大，但是，一些税收优惠形同虚

设，能解决的问题很小。

事实上，很多呼吁多年的减税改革措施在短期

内依旧难以实施。很明显，直接减税不可能，地方

财政不会执行直接减税政策，尤其是某些已经陷入

财政困难泥潭的地级市。目前中国地方债务风险

已经由远虑变成近忧，10.7 万亿元地方债已经给中

国经济敲响了警钟。

减税难以执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这已

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财政部和国税局一直有增加

税收收入的实际指令，超额完成还有奖励和返还。

多年来，地方官员认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越多越好。

在上报政绩时，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本地区的 GDP

增加了多少，另一个是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了

多少。正是因为地方政府把税收增长作为政绩考

核指标，各级财税部门才层层加码，导致重复收税

现象严重。

而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架构中，地方政府拥有广

泛的、几乎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对于中央政府

的政策，地方政府也完全可能采取选择性执行的策

略：对自己有利就执行，无利就不执行。根据以往

的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减税举措将遭遇财政困

难的地方政府的抵制。

可见，要彻底实现中国的减税目标实属不易，

绝不是简单的几次会议就可以解决的。人们不会

忘记，去年关于加快城乡保障一体化发展的政协一

号提案。一年过去了，中国的城乡保障一体化进程

如何？目前的状况不言自明。

无论如何，实施减税政策已是迫在眉睫。经济

学家谢国忠撰文称，中国需要减税 1 万亿元，这将是

非常必要之举。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减

税规模至少可以达到千亿元规模。从目前的财政

状况来看，政府也有能力减税。

人大代表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中，对结构性减税方案予以

细化，形成权威性文件，将减税变成国家政治意志，

方能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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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战略目标，不过，

眼下的财税高增长正严重影响着转型大计的实现。财

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财政收入突破

10 万亿元，其中，税收总收入高达 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6%，税收占 GDP 比重超过 19%。另外，企业所得税

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18.7%，而在去年 9 月上调

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收入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

所上升。随着税收增长引发“税感焦虑症”，减税成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焦点。

财政收入攀比成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

国证监会前任副主席李剑阁的一份名为《减税是体制

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的提案一经提

出便引起反响，被誉为“有分量之作”。这份提案主要

针对目前政府财政收入占比过高的现象，提出了大幅

度大范围减税的建议。

据了解，过去 10 年里，中国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

度超过年初的预算。现在，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

面展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

“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

配，从国家法律上来讲值得推敲。”李剑阁在提案中指

出，GDP 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

入增速的攀比之风却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

而成为可以炫耀的政绩。

究其原因，李剑阁认为，目前的《预算法》不允许

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地超收，不允许政府对

预算内收入自由支配，却不禁止对超预算收入自由支

配。由于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各级政府超收超支的冲

动，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得不到切实有力的法律保护。

李剑阁指出，如果 2012 年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控制在 10%以内，至少可以为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 1 万

亿元的负担。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存在许多内忧外患

的紧迫问题，无论从应对危机，还是从体制改革、结构

转型和廉政建设等方面看，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

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个人税重影响消费

近两年，“月饼税”、“婚前房产加名契税”、“中国人

的税负水平高不高”等与税收相关的话题，不断加重普

通居民的“税感焦虑症”。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多项

税收政策直接惠民，比如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新修订

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开始实施，个税起征点从 2000

元提高到 3500 元。全国的个税收入可能将由此每年减

收 1600 亿元。

但是，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认为，这仍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

的现状，不利于培育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也不利

于当前拉动消费内需的目标，尤其是在通胀背景下，货

币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另外，目前，固定个税起征点

的方式并没有考虑个体家庭成员的负担状况。

最高达 45%的个人所得税率，已经成了中国人心

头的“税负之痛”，让中产阶层一直很难在中国大规模

成型，再加上社保体系不够健全，民众不得不将大部分

收入用于教育、养老和医疗方面，难以有更多的闲钱用

于日常消费。

李剑阁也在提案中指出，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

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 55%下降到目前

的略高于 40%的水平，对应的则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在 GDP 中的占比从 49%下降到约 34%。

李剑阁建议尽快实行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进一

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简化个人所得税率档次，

降低最高税率。这样可以减少资本外流、海外移民、减

少避税，而且能够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另外，他还建

议迅速降低进口高档消费品的税率，把境外游的购买

力吸引到国内来。

小微企业受挤压难成气候

名目繁多的税费对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据记者

了解，目前，除 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之外，

城建税（营业税的 7%）、价格调节基金等多种费用，加

上环卫评估费、消防许可费、员工健康证费用等各种收

费和罚没，再加上一些摆不上台面的收费，企业的真实

负担难以估计。

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所在的利时集团是年销售额

过百亿元的大型企业，但也不堪税费的重负，他表示：

“公司要缴的税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高达几亿元。”

“中小微企业主的处境就更难了，辛苦一年，除了

给国家缴税，安置了几十个就业岗位，往往是自己什么

也没挣到。”李立新说，国家应进一步降低税费，切实为

中小企业“减负”。

不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陈

佳贵强调，目前，政策着眼点已经重点转移到对小微企

业的减税上来。小微企业从中小企业群体中被强调

出来，需要更多的财税政策扶持。

对此，李剑阁也指出，在日本和中国港澳台地区，

自雇型的小微企业十分繁荣活跃，遍布在零售、餐饮、

旅游、维修、物流、理发、美容等各个行当，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这些地区有一系列的包括税收在内的扶持政

策，使得像永和豆浆、鼎泰丰包子铺等独门独户、各具

风味的餐饮得以充分竞争和发展，大大压缩了市场垄

断空间。而在中国国内，小本经营的业者受到各种税

费和监管的挤压，生存极其困难。

李剑阁在提案中建议尽快免除这一类小额纳税人

的负担，鼓励自雇型就业，这样不仅可以“解放”一大批

低收入者，造就一批中产阶层，还可以动员一批拿着低

保的闲散劳动力就业，缓和城管、税务人员与小商小贩

的矛盾冲突。

税感焦虑加重税感焦虑加重 代表委员急吁减税代表委员急吁减税

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

建议降低钢铁行业税负

中 国 钢 铁 行 业 已 进 入 微 利、经 营 困 难 的 严 冬，时 间

跨度可能长达三五年。建议降低钢铁行业税负，包括扩

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对国有大型钢企

恢 复 执 行 合 并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政 策 ；通 过 税 率 差 别 对

待，鼓励冷轧、硅钢等高端钢材品种出口等。

全国人大代表、海王集团董事长张思民：

建议为小微企业彻底免税

小微企业承担着国内 80%以上的就业，建议国家像免

除农业税那样彻底为小微企业免税，以帮助小微企业长远

发展。

建议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对商业模式创新给予支持，在

管理上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垄断，开放市场。

对新兴业态，采取包括降税在内的政策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

加班费应免征个税

建议将加班费纳入国家统一规定发放的津贴、补贴范

畴，免征个税。

个税收入增加如此迅猛，为何还要盯住工薪阶层的辛

苦加班费？加班的群体绝大部分是工薪阶层。这无益于

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加大这一差距。按国家规定，加班

费是 8 小时之外的额外劳动收益，属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

补贴、津贴范畴，不应纳入个税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

给小微企业放两年“税假”

尽管去年中国出口增速比较快，但企业盈利情况大

大恶化了。预计今年进出口增速都会出现明显下降，未

来应当适当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负担，如采取改革开放

初期给外资企业的“三减两免”优惠方式，对开业前两年

的小微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给小微型企业“松松绑”，放两

年“税假”。 （本报综合报道）

减税减税 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
■ 陶海青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编者按：2012 年，美国经济继续温和复

苏，但基础脆弱；欧洲的债务危机错综复

杂，旷日持久，债务到期高峰将给全球金融

市场带来较大冲击；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或

将出现双赤字，增长前景堪忧；中国经济增

长放缓，出口增速将明显回落，房地产调控

也将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这样的宏

观背景之下，企业尤其是大多数中小企业

的经营发展进入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减

税，助企业转型升级，让企业温暖过冬，成

为企业界的共识，也成为经济界在“两会”

期间最强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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