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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福布斯称中国税负世界第二”、“我国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10万亿元”，中国税负这个老话题，

永远不缺乏关注者。我们“国富民穷”吗？税负很重吗？减税吗？ 

  学者称“国不富，民不穷”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

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而与之对应的是，大部分居民感觉自己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很多人担忧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过快，或将抑制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并导致“国富民穷”。 

  “国富”吗？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认为，去年GDP调整到40万亿左右，今年GDP应

该是45万亿，10万亿财政收入仅占GDP 20%多一点；而且负了20多万亿的债务。如果把土地之类的收入去

掉，确实不算高。 

  “民穷”吗？ 

  “民穷也谈不上，只能说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稍微小一点。”王朝才说。 

  跟王朝才有相同看法的还有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他接受《中国经济周

刊》采访时果断地表示：“国富民穷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否定掉。” 

  刘桓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当前我国财政预算改革在做结构调整，向民生倾斜的越来越大，财政

收入用于老百姓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比过去高很多。 

  据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方

面的支出近3万亿元，同比增长21.1%，用于民生的支出合计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 

  “总的来说，生产建设性的财政朝着民生公共财政方面转换，这个力度还是很可观的。”刘桓说。 

  谁最感到税负不合理？ 

  针对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说法，《人民日报》发文予以否认，称中国宏观税负

低。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个人、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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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六税种简单相加的算法，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

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同时引用了《中国统计年鉴2010》

等多方数据，并采访了多位专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 

  对此，福布斯再度回应称，“税负痛苦指数”并非针对中国。各国情况不一，选取共同点比较可能

存在不足，但不能说它不科学。税负痛苦指数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国际比较的参照，并且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税负水平是偏高的。 

  但《人民日报》与福布斯却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对当前税负水平最感到

不合理。 

  在湖北省财政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傅光明看来，国家与政府执政的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

群众的富裕，让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工程，为百姓造福乃是根本。在我国当前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

情形下，减税势在必行。 

  结构性减税是方向 

  减税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式始自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提税

改。近年来，“结构性减税”逐渐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式。 

  “结构性减税”一词首次被提出，是在2008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谓结构性减税

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

来削减税负水平。 

  刘桓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央明确提出，“十二五”要实行“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的

意思有两点：第一，我国的税负总体上要下降，要让企业有更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条件；第二，税制的税

种调整是有增有减。减的，比如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增值税，应该有进一步减的空间和余地。增的，比

如在环境保护方面，为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要采取坚决措施对其施以高税，对污染所造成

的环境破坏加以补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指出，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对于小企业、企业的创新活动还要

给予税收优惠要尽量减税；但同时也要有结构性增税，最典型的一个是资源税；此外，特定税种也要有

增有减。” 

  嘉宾 

  王朝才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 

  刘桓 

  国务院参事、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 

  杨志勇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 

  傅光明 

  湖北省财政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 

  我国税负到底重不重？ 



  比较重 

  傅光明：我国的税负还是比较重的，特别是流转税这一块比较重，所得税不是很重，但是所得税这

一块征管不严。我国税收的来源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这些流转税环节，可能存在重复征收的现象。 

  福布斯说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我对这个观点不大认同。因为我国的名义税收和实

际税收之间有很大差距，我国现在名义税收很高，实际上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高，如果特别重，我国的

经济就不会高速发展，企业就会垮台，事实证明我国的税负基本上是合理的。 

  不好说 

  刘桓：重与不重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国家的税收大部分返还给居民，这就不重；如果大部分的税收

没有返还到居民身上，哪怕比重再小，我也认为很重。所以重与不重，第一指的是税收的绝对数；第二

是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包括增长速度和GDP相比较；第三是指税收返还给纳税人的比例有多少。这三个

因素综合分析，才能说重还是不重。 

  比例高不高，看宏观税负用什么口径。如果仅用国家预算内的收入，那是不高的，如果把中国特色

加在内，如社保金等包括进来，那就不能算低了；如果把返还的数字作比较，目前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 

  现在福布斯仅凭六个税种的最高税率的简单相加，这个算法恐怕是经不住推敲的。 

  杨志勇：要看怎么看这个问题了。要说重，随便找一个国家比较下，是有些重；但是和北欧的一些

国家相比，又不重。这个见仁见智。税收占GDP 5%或10%，有可能是重，但要看收上来的税花到什么地方

去。 

  其实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福布斯那个排行榜的目的是什么。比如有人说把最高税率加到一起不合理，

他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其实加到一起提供了一个营商环境，更多的是给投资者、富人们来看的，不是

给一般人来看的。福布斯把每种税的最高税率加在一起，比如个人所得税，加起来有45%，但是大部分人

并不是45%。 

  减税是否是未来税改的目标？ 

  赞成者 

  王朝才：我同意“减税是未来税制改革的目标”这一说法。目前我国有些税的税率实在太高了，像

增值税、营业税等，可以适当地调低税率，同时增值税要扩大范围，加强征管，把降低税率的损失补回

来。 

  刘桓：这个我赞同。因为减税是搞好经济的一个步骤。企业生产、发展有很多内部、外部因素。内

部因素包括经营团队的水平、成本核算的严密性等等，但是外部成本核算，国家宏观税收制度、环境和

条件，也是企业生产发展必要的因素。我的理解是，搞活经济，核心是搞活企业。目前我国大中小企业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着很多经营方面的困难，比如融资，市场的环境等

等，都需要政府去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所以，为搞好企业，减税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内容。 

  傅光明：减税是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应该向这个方面发展。目前增值税对企业来说税负是重的，

应该降低一点。此外，农村的隐性税收还是比较重，名义税收和实际税收还是有差距的，因此，国家要

把老百姓的税收降低。我国的税收体制和西方不同，西方主要是所得税，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不单是

减税的问题，还要改革税制。我国慢慢富强以后，要由流转税向所得税方向转变，所得税更加公平一



些，漏税也少。 

  反对者 

  杨志勇：减税肯定不是税制改革的目标，税制改革的目标是让税制更加完善。可以说未来税制改革

伴随着减税的措施，但不能说是目标。 

  实行减税措施的前提是收入要达到一定水平。这些年来财政增长比较快，就给减税提供了一定的空

间。但我认为少提什么结构性减税，这些名词都含糊不清。 

  我国的税制结构是否合理？ 

  不合理 

  王朝才：不合理，应该适当调高一点直接税税率，这样作用就会大一些。现在看来，直接税比重越

来越低，个人所得税低，遗产税、财产税很难出台，而且这些税种近期也不可能有进展。间接税又存在

增值税和营业税打架的问题。服务业中营业税的税负很重，比增值税还重。 

  杨志勇：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现在增值税、间接税比重比较大，就带来一系列问题。原来说

发展中国家应该以间接税为主，现在经济全球化之后，发现不太对。于是提出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

低间接税的比重。 

  合 理 

  傅光明：基本上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财富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的税制不能

完全搞西方那一套。我国的所得税和流转税并存，要有一个过渡。但是另一方面，要开增一些新税，像

房产税等。在西方，你买两套房子，第二套房子就要交税。 

  没有合理与不合理之说 

  刘桓：没有什么合不合理的问题。世界上的税制结构有三种，有的是流转税为主，像中国、法国；

有的以所得税为主，像英国、美国、日本；也有的以增值税、所得税、流转税并重。所以，税制合不合

理要因国、因不同时期而异，不能说什么样的结构就好，什么样的就不好。 

  在我国，很长时间之内，我判断，流转税占有主要的位置。因为所得税为主的国家有很多条件，比

如核算水平很高、纳税人申报的习惯养成、企业在经营核算中的准确度高、公民纳税的意识强，等等，

这些东西如果不具备，我们就不能实现以所得税为核心的税制。所以，中国以流转税为核心的税制将长

期存在。 

  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有多大？ 

  能调节贫富差距 

  王朝才：我们要更加强调税收的收入功能，政府要通过税收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最主要的

功能。税收调节功能有一些，但是不能把它看重了，比如我们不可能个人所得税一下子提高，世界税率

就这么高，一提高富人都跑了，所以调节功能是受了很多限制的。像有些政策性的，比如节能、科技我

们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大面积的税收调节我们不主张。 

  刘桓：我们个税改革基本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财政、税收等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收入差异。

收入差异的调节，总的来说，有一个分配体制；就税收、财政而言，财政手段可以通过财政的补贴、转

移支付让最低收入人群受到直接的补贴。就财政之外的税收手段而言，可以用所谓“削峰填谷”的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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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峰”就是把最高一级的收入通过税收拿回到国家财政中，进行再分配，具体表现就是取消了40%

的税率，8万元以上过去是40%，10万元以上是45%，税改之后8万元以上统统是45%，所以在新税制之下，

少数收入很高的人群，税收负担增加了。 

  “填谷”就是通过税改将个税改革的起征点，从2000元提到3500元，因此免税的人群开始增加。关

于新旧税法的比较，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你的月收入是38600元，新旧税制条件下的税负一样，都是77

75元钱；如果你的收入低于每月38600元，税负会降低，如果高于38600元，税负会增加。这个幅度已经

改动很大了，在我国，目前月收入达到38600元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少数人税负增加，多数人的税负是

减少的。 

  不能调节贫富差距 

  杨志勇：贫富差距不是通过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之类的税种调节所能解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调节的

余地很少。当然可以调节富人，但是问题是很多富人你一分税也收不到，比如那些煤老板、油老板都是

现金交易。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就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不要一说调节就讲到税。 

  傅光明：目前，我国在税收征管上跟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存在很大漏洞，因此它调节的

功能也受到限制，有难度。 

  再者，对富人税负的控制、征管还不严密。所以，单纯靠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不是很理想，不能完

全依赖税收来调节，要靠金融和其他手段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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