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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政策背景下我国税制

结构优化研究

李艳芝

【提　要】减税是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领域的热点和焦点话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举措之一。减税政策强调多个税种综合减税，所以减税的过程实质上也是税制结构

优化的过程。伴随着近年来系列减税政策的实施，我国流转税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所得

税占比趋于上升，但是依然没有改变现行税制结构 “跛足”现状。基于供给学派的减税理

论和最优税制理论的启示，本文认为在我国现行减税政策背景下，应注重优化流转税内部

税种结构，加大推进所得税改革力度，构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税，从根本上降低间接税比

重，提高直接税比重，实现税制结构优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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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三五”以来，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深入推 进，进 一 步 加 大 减 税 政 策 的 实 施 力 度

成为 助 力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重 要 举 措。在

２０１６年 减 税５７３６亿 元 的 基 础 上，２０１７年 政 府

工作报 告 又 提 出 “进 一 步 减 税 降 费，全 年 再 减

少企业税负３５００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２０００亿

元”， “千方百计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和效 应 进 一

步显现”。① 减 税 再 次 成 为 税 制 改 革 领 域 的 热 点

和焦点话题。表 面 上 看，减 税 效 应 的 发 挥 是 系

列减税政策 大 力 推 进、协 调 配 合 的 结 果；但 究

其实质，减 税 政 策 的 实 施 及 其 减 税 效 应 的 发 挥

同税制改革 与 结 构 优 化 密 不 可 分。一 方 面，税

制改革与 结 构 优 化 是 减 税 政 策 得 以 贯 彻 落 实 和

减税效应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

减税政策 的 实 施 又 是 税 制 结 构 完 善 与 优 化 的 现

实体现。

１９９４年税制改 革 奠 定 了 我 国 现 行 税 制 体 系

和税制结构 的 基 本 框 架。之 后，随 着 我 国 经 济

社会环境 的 变 化，税 收 制 度 和 税 收 政 策 不 断 得

到调整与 完 善，我 国 税 制 结 构 逐 渐 发 生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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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上》，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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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８月２日。



党的十八 届 三 中 全 会 通 过 的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全

面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明 确 提 出

“改革税制、稳定税负”， “深 化 税 收 制 度 改 革，

完善地方税体 系，逐 步 提 高 直 接 税 比 重”，① 充

分表明未 来 税 制 结 构 的 调 整 与 优 化 以 及 税 制 改

革，成为构建 现 代 税 收 制 度、匹 配 国 家 治 理 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所在。与此相适应，

减税政策也 随 之 与 时 俱 进、不 断 调 整，充 分 发

挥了相机抉 择 的 作 用。基 于 此，本 文 重 点 研 究

我国在 减 税 政 策 背 景 下 的 税 制 结 构 优 化 问 题，

探讨税制 结 构 优 化 设 计 方 案，以 从 根 本 上 符 合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要求。

二、减税与优化税制结构：

　　理论与启示　　　　　

（一）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

　　供 给 学 派 的 减 税 理 论 为 我 国 减 税 政 策 的 实

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供给学派是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在美 国 兴 起 的 一 个 经 济 学 流 派，该 学 派

的政策主 张 因 为 受 到 美 国 总 统 里 根 的 重 视 和 采

纳而声名鹊起。

第二次 世 界 大 战 后，经 济 萧 条，凯 恩 斯 主

义从 调 节 需 求 的 角 度 开 出 了 拯 救 资 本 主 义 的

“药方”。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资本主义

经济持续 “滞胀”，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理论无法

再发挥作用。因 此，许 多 经 济 学 家 就 从 供 给 的

角度 寻 求 刺 激 经 济 的 途 径。以 拉 弗 为 代 表 的

（正统）供给学派②重拾 “萨伊定律”，回归古典

经济学 一 向 重 视 供 给 的 传 统，重 申 了 “供 给 创

造需求”的 理 论。供 给 学 派 认 为，经 济 发 展 出

现减速甚 至 陷 入 “滞 胀”状 态，并 非 因 为 有 效

需求不足，而是因为缺乏有效供给。

作为整 个 供 给 学 派 理 论 的 核 心， “拉 弗 曲

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

拉弗认为，在 一 般 情 况 下，税 率 的 提 高 意 味 着

税收收入 的 增 加，但 是 税 率 的 提 高 要 有 一 定 的

限度，否则，税率 提 高 所 增 加 的 税 收 收 入 会 被

税基缩小 所 抵 消，税 收 的 超 额 负 担 也 会 增 加。

如图１所示，当税率为ｔ（并不是５０％的 税 率）

时，税收收 入 达 到 最 大 化；而 税 率 超 过 了ｔ之

后，税收收入开始下降，税收的超额负担增加，

进入 “拉弗禁区”。 “拉弗 曲 线”表 明，过 高 的

税率不仅 不 能 增 加 税 收 收 入，还 会 产 生 超 额 税

收负担和严 重 的 替 代 效 应，影 响 人 们 工 作、储

蓄和投资 的 积 极 性，从 而 会 抑 制 甚 至 削 弱 政 府

和经济主体的活力。

图１　拉弗曲线

　　资料来源：樊 慧 霞： 《中 国 房 地 产 税 优 化 研 究》，中 国 财

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３页。

此外，供 给 学 派 的 另 一 位 代 表 人 物 埃 文 斯

在 《凯恩 斯 经 济 计 量 模 型 的 破 产》一 文 中 详 细

阐述了其减税观点。③ 埃文斯指出，减税会增加

储蓄，使投资 增 加，进 而 使 劳 动 生 产 率 得 到 提

高；减税还会使资源从公共部门转向私人部门，

这种流动 有 利 于 促 进 经 济 的 增 长，并 向 社 会 提

供更多的 产 品 和 服 务；减 税 还 可 以 降 低 产 品 的

生产成本，增 加 人 们 的 实 际 可 支 配 收 入，刺 激

消费，拉动生 产 资 料 和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繁 荣。因

此，埃文斯认 为，减 税 比 政 府 增 加 财 政 支 出 更

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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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ｈｔ－
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１１１５／ｃ１００１－２３５５
９２０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８月２日。

学术界按照供给学派 的 不 同 观 点，将 其 分 为 正 统 的 供 给 学

派和中间的或温 和 的 供 给 学 派。前 者 以 拉 弗、吉 尔 德、沃

尼斯基等学者为代 表；后 者 的 代 表 人 物 有 弗 尔 德 斯 坦、埃

文斯等。

参见毛程 连 主 编： 《西 方 财 政 思 想 史》，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１页。



（二）最优税制理论

最优税制 理 论 是 近 代 税 收 理 论 中 最 富 有 生

命力的理 论 之 一。英 国 剑 桥 大 学 的 莫 里 斯 教 授

和美国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维 克 瑞 教 授 对 最 优 税 制

理论作出重 大 贡 献，他 们 也 因 此 而 分 享 了１９９６
年度的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最 优 税 制 理 论 虽 然 是

探讨税收 效 率 的 经 典 理 论，但 其 研 究 成 果 也 为

减税和税制结构优化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参考。

莫里斯 通 过 建 立 数 学 模 型 和 实 证 分 析，研

究了在不 完 全 信 息 条 件 下 最 优 所 得 税 制 结 构 的

累进程度，得 出 的 结 论 是 高 收 入 阶 层 的 最 优 边

际税率应为 零。莫 里 斯 还 指 出，最 优 税 收 理 论

所要研究 的 主 题 是，政 府 应 如 何 对 政 策 目 标 达

成共识，并发 现 什 么 样 的 目 标 是 可 行 的，然 后

对其进行优 化。维 克 瑞 则 明 确 指 出，向 高 收 入

者征收高 额 累 进 税 必 然 会 给 人 民 努 力 工 作 带 来

“反激励”作用，降低工作效率，产生税收的超

额负担。因此，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并激励

能力较高者多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政府对不同

类型的人课以不同的税率。但是，由于现实中存

在着信息不对称，每个人不可能显示其真实的能

力。对此，维克瑞提出了以 “风险选择”来测度

边际效应函数的思想，这一函数可以直接将收入

分配和累进税制的适度累进联系在一起。

（三）对我国的启示

供给学 派 的 减 税 理 论 认 为，适 当 减 税，减

少对工作、储 蓄 和 投 资 的 税 收 歧 视，不 仅 有 利

于经济增长，还 会 带 来 税 收 总 额 的 增 加。在 我

国大力推 进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背 景 下，这 一

理论对我 国 减 税 政 策 的 实 施 具 有 重 要 的 借 鉴 意

义。在我国的 减 税 实 践 中，核 心 思 路 是 通 过 减

税政策的 实 施 改 善 经 济 供 给。如 适 当 降 低 边 际

税率以降 低 生 产 要 素 供 给 的 机 会 成 本，降 低 企

业的税收成 本，减 轻 企 业 的 税 收 负 担，拉 动 投

资和 消 费，进 一 步 增 加 供 给；再 如，针 对 企 业

技术创新 和 资 本 投 入 实 施 加 计 扣 除、投 资 抵 免

等减税政 策，以 增 强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和 投 资 的 动

力，带动 产 业 升 级，优 化 税 源 结 构，从 根 本 上

促进税制结构的完善与优化。

最优税 制 理 论 表 明，一 国 在 税 制 设 计 中 应

兼顾直接 税 和 间 接 税，同 时 要 根 据 本 国 的 经 济

发展水平 和 政 府 的 经 济 目 标 确 立 税 制 模 式。针

对我国现 行 税 制 结 构 的 具 体 情 况，结 合 供 给 侧

结构性改 革 和 减 税 政 策 的 现 实 背 景，在 我 国 税

制优化进 程 中 应 将 差 别 税 制 应 用 到 商 品 和 劳 务

中。如在消费 税 制 改 革 中，对 奢 侈 品 采 用 高 税

率，对必需品 釆 用 低 税 率；对 所 得 采 用 低 累 进

税率制度，实行 “倒Ｕ型”的所得税征税政策，

即对低收 入 者 使 用 较 低 税 率，对 中 高 收 入 者 使

用较高税率。

三、我国税制结构现状：基于

　　减税政策背景的分析　　

　　１９９４年 税 制 改 革 以 来，我 国 致 力 于 建 设 流

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 “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

但从现实情况来 看 （见 表１），虽 然 近 年 来 所 得

税占比 逐 年 提 高，但 依 然 未 能 撼 动 流 转 税 “半

壁江山”的 地 位。由 于 我 国 间 接 税 以 流 转 税 为

主，直接税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因此，以流 转 税 和 所 得 税 占 比 数 据 基 本 可 以 说

明间接税 和 直 接 税 的 对 比 关 系，即 间 接 税 占 比

远远高于直 接 税 占 比。降 低 间 接 税 比 重、提 高

直接税比重，任重而道远。

　表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６年我国各税种占比情况　单位：％

年份

流转税

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

流转税

合计

所得税

企业

所得税

个人

所得税

所得税

合计

其他

税合计

１９９４　４５．６１　 ９．８０　 １３．２７　６８．６８　１３．４２　 １．４２　 １４．８４　 １６．４８

１９９８　４１．０１　 ９．１１　 １７．６８　６７．８０　１１．４２　 ３．７２　 １５．１４　 １７．０６

２００２　３５．５８　 ５．９３　 １３．９９　５５．５０　１４．６８　 ６．８７　 ２１．５５　 ２２．９５

２００６　３７．０５　 ５．４１　 １４．７４　５７．２０　２０．３４　 ７．０５　 ２７．３９　 １５．４１

２００８　３３．４５　 ４．７４　 １４．０７　５２．２６　２２．４９　 ６．８６　 ２９．３５　 １８．３９

２０１０　２８．８１　 ８．２９　 １５．２４　５２．３４　１７．５４　 ６．６１　 ２４．１５　 ２３．５１

２０１１　２７．０４　 ７．７３　 １５．２４　５０．０１　１８．６９　 ６．７５　 ２５．４４　 ２４．５５

２０１２　２６．２５　 ７．８３　 １５．６５　４９．７３　１９．５３　 ５．７８　 ２５．３１　 ２４．９６

２０１３　２６．０７　 ７．４５　 １５．５８　４９．１０　２０．２９　 ５．９１　 ２６．２０　 ２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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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流 转税

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

流转税

合计

所得税

企业

所得税

个人

所 得税

所得税

合计

其他

税合计

２０１４　２５．８９　 ７．４７　 １４．９２　４８．２８　２０．６８　 ６．１９　 ２６．８７　 ２４．８５

２０１５　２４．９１　 ８．４４　 １５．４５　４８．８０　２１．７２　 ６．９０　 ２１．８０　 ２９．４０

２０１６　３１．２３　 ７．８４　 ８．８２　 ４７．８９　２２．１３　 ７．７４　 ２９．８７　 ２２．２４

　　注：（１）增 值税和消费税不包括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 费 税；２００８年

之前的企业所得税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计数。（２）占 比 是 指 各 税 种 占

当年税收总收入的比重。（３）表 中各比例 均 根 据 财 政 部 网 站 和 《中 国 统

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４）因 年 份 跨 度 较 大，仅 选 取 部 分 有 代 表

性的年份。

（一）流转税减税政策的共同作用，使得流

转税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降幅较大

如表１所 示，从 相 对 数 据 上 看，１９９４年 流

转税占全 部 税 收 收 入 的 比 重 为６８．６８％，此 后，

逐年 下 降，至２０１６年 降 至４７．８９％，降 低 了

２０．７９个百分点，降幅约３０．２７％。这 与 近 年 来

流转税的诸 多 减 税 政 策 是 密 不 可 分 的。如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 转 型 改 革、增 值 税 和 营 业 税 起 征 点 的

陆续提高，以及２０１２年以来营改增试点改革的

推进，都不 同 程 度 地 减 少 了 流 转 税 税 收 收 入，

降低了流转 税 占 比。其 中，营 改 增 的 减 税 作 用

尤为突出。营 改 增 实 质 上 就 是 流 转 税 内 部 的 减

税改革，用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减少重复征税，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特别是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营

改增全面推 进 以 来，减 税 效 应 凸 显，全 年 降 低

企业税负５７３６亿元。① 这种减税政策还将继续。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９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推出

减税措施，从今年７月１日起，将增值税税率由

四档减至１７％、１１％和６％三 档，取 消１３％这

一档税率，以 营 造 简 洁 透 明、更 加 公 平 的 税 收

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此外，从１９９４年截至目前，消费税占 税 收

收 入 的 比 重 先 降 后 增。１９９４ 年 消 费 税 占 比

９．８％，此后，这一比值逐年下降，２００８年降至

近年来的最低点４．７４％；然后，占比逐步回升，

２０１０年达８．２９％。从２０１１年至今，这一比值虽

然有小 幅 下 降，但 基 本 维 持 在８％左 右。近 年

来，消费税改 革 的 重 点 着 眼 于 税 目、税 率 及 相

关政策的调整。梳理近年来消费税的改革，② 不

难发现，消 费 税 占 比 的 增 减 变 化 从 根 本 上 反 映

了消 费 税 在 发 挥 调 节 经 济 功 能 基 础 上 的 减 税

效应。

（二）在所得税减税政策的多重作用下，所

得税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升幅较缓

１９９４ 年 所 得 税 占 税 收 收 入 比 重 仅 为

１４．８４％，此后，随 着 改 革 开 放 效 应 的 逐 步 显

现，经济增长 活 力 不 断 释 放，所 得 税 收 入 占 比

逐年提升。以 企 业 所 得 税 为 例，２００８年 内 外 资

企业所得税 合 并，内 资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率 由３３％

降至２５％，减 轻 了 内 资 企 业 的 税 收 负 担，实 现

了内外资 企 业 的 税 负 公 平，激 发 了 内 资 企 业 的

生产 活 力。当 年，其 税 收 效 应 凸 显，占 税 收 收

入比重 达 到２２．４９％，是 近 年 来 占 比 最 高 的 一

年。无疑，企业所 得 税 制 改 革 与 优 化 发 挥 了 重

要作用。此后，受到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经济 增 长 乏 力，反 映 在 税 收 上，表 现 为 企

业所得税占 比 呈 现 下 降 趋 势。紧 接 着，这 一 比

例企稳 回 升，由２０１０年 的１７．５４％逐 渐 回 升 至

２０１６年 的２２．１３％。基 于 减 税 视 角 进 行 分 析，

企业所得 税 占 比 的 逐 渐 提 高，与 近 年 来 政 府 致

力于降低 小 微 企 业 的 税 收 负 担、激 发 小 微 企 业

的创新活力密不可分。如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政府

不断扩大 小 微 企 业 享 受 减 半 征 收 所 得 税 的 优 惠

范围，将其年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的 上 限 逐 步 从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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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２０１６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７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 在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上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ｊｕ／２０１７０３／

ｔ２０１７０３１７＿２５５９８１２．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８月２日。

例如，自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 起，取 消 护 肤 护 发 品 税 目；自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 起，取 消 汽 车 轮 胎、酒 精 等 税 目；自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起，对化妆品的消费税政策进行调整，将

化妆品的征收范围调 整 为 高 档 美 容 修 饰 类 化 妆 品、高 档 护

肤类化 妆 品，并 将 进 口 环 节 消 费 税 税 率 由３０％下 调 为

１５％。当然，消费税改革 还 包 括 为 发 挥 消 费 税 调 节 功 能 的

增税措施，如增加实木地板、木质一次性筷子、高档手表、

高尔夫球及球具等税目，扩大石油制品的征税范围等。



元提高至６万 元、１０万 元、２０万 元、３０万 元，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９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将其提高至

５０万元，减税 降 负 成 为 促 进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的 重

要举 措。当 然，毋 庸 置 疑，在 所 得 税 占 比 逐 年

增长的因素 分 析 中，经 济 的 发 展 至 关 重 要。在

经济发展因 素 之 外，采 取 税 收 优 惠 措 施，合 理

优化税制设 计，降 低 企 业 税 收 成 本，减 轻 企 业

税收负担，特 别 是 减 轻 中 小 企 业 的 税 收 负 担，

在一定程 度 上 有 利 于 促 进 企 业 发 展 生 产 的 积 极

性、提升企业 效 益，从 而 带 来 了 企 业 所 得 税 收

入的增加和占比的提升。

（三）有增有减的税制调整使得其他税种占

比总体上呈上升态势，部分税种的重要性凸显

在我国 现 行 税 制 结 构 中，除 流 转 税 和 所 得

税这两大 税 类 之 外，还 包 括 属 于 财 产 税 类 的 房

产税、车船 税、印 花 税、契 税 等；属 于 资 源 税

类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属于特定目的税类的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

城市 维 护 建 设 税、烟 叶 税 等。近 些 年 来，随 着

经济的发 展 和 国 家 调 控 的 需 要，其 他 税 种 的 收

入占比逐渐呈上升态势。总体上看，从１９９４年

的１６．４８％提升至２０１５年 的 最 高 值２９．４％，２０
多年间增幅近７８．４％。基于减税视角进行分析，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政府将证券印花交易税税率从

３‰下调至１‰，并 由 双 边 征 收 改 为 向 出 让 方 单

边征收；对 个 人 销 售 住 房 暂 免 征 收 印 花 税 和 土

地增值税；对 个 人 购 买 普 通 住 房 减 征 契 税。自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起，对１．６升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减半征 收 车 辆 购 置 税。此 外，２０１６年 全 面 推

进资源税改 革，由 从 量 计 征 改 为 从 价 计 征，并

对水资源 试 点 征 收 资 源 税。这 一 系 列 改 革 的 推

进，不仅在 客 观 上 引 致 了 其 他 税 种 税 收 收 入 占

比的变化 和 税 制 结 构 的 优 化，而 且 凸 显 了 相 关

税种的收 入 功 能 与 调 节 功 能，从 而 使 得 诸 如 房

地产税、资 源 税 等 税 制 改 革 的 影 响 范 围 及 深 度

远远超出了税制领域的范畴。

基于上 述 分 析，不 难 看 出，随 着 我 国 近 年

来税制改 革 的 不 断 推 进，税 制 结 构 也 随 之 得 到

调整 与 优 化。但 是，我 们 也 不 得 不 承 认，受 多

种因素 的 影 响，目 前 我 国 依 然 没 有 改 变 “流 转

税为主、所 得 税 为 辅”的 “跛 足”税 制 结 构 模

式。而这种 “跛 足”的 税 制 结 构 模 式 也 更 加 深

刻地反映 出 我 国 现 行 税 制 结 构 的 不 足。其 一，

从总体上 看，流 转 税 与 所 得 税 占 比 差 距 虽 然 在

缩小，但是依 然 处 于 不 均 衡 状 态，这 也 从 一 定

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设计的不合理。

其二，从内部 结 构 看，流 转 税 内 部 增 值 税 占 比

过高，增值税 “一 税 独 大”的 局 面 随 着 营 改 增

试点改革的 全 面 推 进 更 加 凸 显；同 样，所 得 税

内部企业 所 得 税 占 比 相 对 较 高，个 人 所 得 税 占

比稳定但 相 对 较 低，不 利 于 所 得 税 整 体 占 比 的

提高，同时 也 不 利 于 直 接 税 调 节 作 用 的 充 分 发

挥。其三，我国财产税制体系长期处于 “缺位”

状态，不仅 使 财 产 税 本 身 的 筹 资 功 能 和 调 节 功

能无法得 到 有 效 发 挥，同 时 客 观 上 也 进 一 步 弱

化了直接税税制体系。

四、在减税政策背景下优化我国

　　税制结构的现实路径　　　

　　减税政策的 大 力 推 进 为 进 一 步 优 化 我 国 税

制结构带来了 契 机。总 体 而 言，在 减 税 政 策 背

景下，优化税制结 构 应 与 以 减 税 为 核 心 的 税 制

改革有机结 合、相 互 协 调，合 理 税 制，稳 定 税

负，逐步提高 直 接 税 比 重，降 低 间 接 税 比 重，

实现税制结构 优 化 的 总 目 标。具 体 而 言，税 制

结构优化要实现 的 目 标 包 括 三 方 面 的 内 容：一

是提高直接税比重，降 低 间 接 税 比 重；二 是 提

高 个 人 缴 税 比 重，降 低 企 业 缴 税 比 重；三 是

提 高 再 分 配 税 负 比 重，降 低 初 次 分 配 税 负 比

重。其 中，提 高 直 接 税 比 重、降 低 间 接 税 比

重 是 税 制 结 构 优 化 的 总 目 标，而 其 他 两 个 方

面，即 提 高 个 人 缴 税 比 重 和 提 高 再 分 配 税 负

比 重，既 是 在 减 税 政 策 背 景 下 优 化 税 制 结 构

总 目 标 的 具 体 体 现，也 是 实 现 该 总 目 标 的 现

实 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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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优化流转税内部税种结构，逐步

降低间接税比重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 营 改 增 试 点 的 全 面 推 行 使

营业税彻 底 告 别 中 国 税 制 舞 台，最 大 限 度 地 解

决了经济 运 行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重 复 征 税 问 题，减

轻了企业 的 税 收 负 担。作 为 减 税 改 革 的 重 要 措

施，如前文所 述，营 改 增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优 化 了

间接税内 部 税 种 结 构，同 时 也 使 得 间 接 税 比 重

逐渐降低。除 此 以 外，优 化 流 转 税 内 部 税 种 结

构，还需要提 高 消 费 税 占 比，适 当 降 低 增 值 税

比例，进 一 步 降 低 间 接 税 比 重。事 实 上，间 接

税比重的 降 低 也 意 味 着 企 业 税 负 和 初 次 分 配 税

负有望得到降低。

一方面，提高消费税在流转税内部的占比。

一是扩大 消 费 税 征 税 范 围，将 高 档 会 所、ＫＴＶ
等高档消费 行 为 以 及 高 档 皮 包、高 档 服 装、皮

草、私人飞 机 等 奢 侈 消 费 品 纳 入 消 费 税 征 税 范

围；二是适当提高部分应税消费品如高档手表、

游艇、高尔夫 球 及 球 具 等 的 税 率；三 是 适 当 降

低与居民 生 活 密 切 相 关 的 消 费 品 税 率，如 进 一

步降低高 档 化 妆 品 税 率，使 这 部 分 应 税 消 费 品

的 “海外购”实 现 消 费 回 流，以 提 高 消 费 税 在

流转税中 的 比 重，充 分 发 挥 消 费 税 的 收 入 和 调

节功能。

另一方 面，适 当 降 低 增 值 税 在 流 转 税 中 的

比重。一是从 长 远 看，在 目 前 已 经 将 增 值 税 税

率结构从 四 档 减 并 至 三 档 的 基 础 上，进 一 步 将

税率从 三 档 再 减 并 至 两 档，取 消１７％的 税 率，

保留１１％和６％两档税率，以符合现代增值税的

中性要 求；二 是 进 一 步 提 高 个 人 （认 定 为 一 般

纳税人的 个 体 工 商 户 除 外）发 生 应 税 行 为 应 纳

增值税的 起 征 点，从 目 前 的 个 人 月 销 售 额３万

元 （或季度销售额９万元）提高至月销售额５万

元 （或季 度 销 售 额１５万 元），进 一 步 激 发 个 体

经济的活力，提 高 其 经 营 性 收 入，带 动 就 业 和

消费水平 的 提 升；三 是 扩 大 增 值 税 即 征 即 退 政

策的适用范 围，将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国 内 自 主

创新品牌 等 纳 入 即 征 即 退 范 围，对 在 培 育 期 内

销售该产品，以及随同产品销售取得的安装费、

培训费和 维 护 费 等 一 并 实 行 即 征 即 退 的 税 收 优

惠政策。

（二）大力推进所得税制改革，稳步提升直

接税比重

大力推 进 所 得 税 制 改 革，稳 步 提 升 直 接 税

比重，以提高 再 分 配 税 负 比 重，相 应 增 加 高 收

入者税收 负 担，实 现 税 负 的 横 向 与 纵 向 公 平。

从现实来看，直 接 税 税 负 不 易 转 嫁，任 何 增 税

行为都会引 起 纳 税 人 的 不 满，因 此，直 接 税 改

革难度较大，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专业与智慧。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遵循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

报告在企 业 所 得 税 方 面 的 减 税 思 路，加 大 企 业

计算应纳 税 所 得 额 时 的 成 本 费 用 扣 除 力 度 是 降

低企业 所 得 税 税 负、增 强 企 业 活 力 的 “占 优 策

略”。根据经济发展和政策需要进一步扩大成本

费用的扣除 项 目、范 围 与 比 例，加 大 投 资 抵 免

的范围与 力 度，减 轻 企 业 尤 其 是 中 小 企 业 的 税

收负担，为 “创 业 创 新”提 供 税 收 支 持；规 范

税收优惠 政 策，提 高 企 业 所 得 税 的 管 理 水 平，

增强经济发 展 的 动 力，提 高 企 业 效 益，从 根 本

上显现减 税 力 度 和 政 策 效 应，增 强 企 业 的 获 得

感。此 外，在 减 轻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负 的 基 础 上，

可以考虑 将 社 保 费 改 为 社 保 税，并 将 国 有 企 业

上缴利润 纳 入 税 收 体 系，以 提 升 直 接 税 的 增 税

空间，提高直接税占比。

个人所 得 税 改 革 有 助 于 提 升 直 接 税 比 重。

具体而言，从 我 国 实 际 出 发，分 步 实 施 综 合 与

分类征收 相 结 合 的 个 税 征 收 模 式，把 工 资 薪 金

所得和劳 务 报 酬 所 得 等 劳 动 所 得 合 并 征 收，并

根据最优 税 制 理 论，相 应 调 低 工 薪 所 得 税 率 级

次，实行低累进税率制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进一步提 高 工 薪 所 得 的 免 征 额；扩 大 专 项 费 用

扣除的范围，酌情考虑将养老支出、育儿支出，

特别是 “二 孩”政 策 全 面 实 施 后 的 教 育 支 出、

房贷利息 支 出 等 与 生 活 密 切 相 关 的 费 用 逐 步 纳

入费用扣 除 范 围，以 减 轻 低 收 入 个 人 或 家 庭 的

税收负担。另 外，借 助 “互 联 网＋税 务”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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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实 施，制 定 个 人 收 入 和 财 产 信 息 系 统 建

设总体方 案，加 强 对 高 收 入 和 多 收 入 渠 道 群 体

的监管，挖掘 有 纳 税 能 力 的 纳 税 人，在 增 加 个

税收入的 同 时，充 分 发 挥 个 税 公 平 税 负 与 调 节

收入水平的功能。

（三）构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税，增大直接

税比重，优化税制结构

所得税 是 对 财 富 流 量 征 税，财 产 税 是 对 财

富存量征税，本 质 上 也 属 于 直 接 税 的 范 畴。构

建现代意 义 上 的 财 产 税，核 心 是 深 化 房 地 产 税

制改革，加快 房 地 产 税 立 法，在 保 有 环 节 征 收

房地产税。根 据 我 国 现 实 情 况，应 对 我 国 现 行

房地产 保 有 和 收 益 （流 转）环 节 的 房 地 产 税 实

行 “一揽子”综 合 改 革，建 立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财

产税 制，扩 大 直 接 税 比 重，优 化 税 制 结 构。一

是将现行 在 房 地 产 保 有 环 节 分 别 征 收 的 房 产 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整合优化为统一的房地产税，

加快推进 房 地 产 税 立 法 进 程；借 鉴 沪 渝 房 产 税

试点改革 经 验，将 个 人 保 有 的 住 房 纳 入 征 税 范

围，并逐渐由 增 量 房 扩 大 至 存 量 房，按 房 地 产

评估价值征 税，实 行 差 别 税 率。二 是 取 消 土 地

增值税，其 主 要 的 调 节 收 益 功 能 可 以 通 过 增 值

税和企业 所 得 税 这 两 大 税 种 配 合 发 挥，既 避 免

重复征税、减 轻 企 业 税 收 负 担，又 有 利 于 降 低

税收征收成本。三是将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

在资源税中增设耕地税目，采用地区差别税额，

按照耕地 占 用 面 积 在 占 用 耕 地 环 节 一 次 性 从 量

定额课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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