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免费注册 忘记密码

首页 评论 专题

论坛 博客 投稿

新新新新闻闻闻闻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政策法政策法政策法政策法规规规规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网网网网校校校校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文文文文库库库库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家家家家园园园园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百科百科百科百科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书书书书城城城城 考考考考试试试试培培培培训训训训 职场职场职场职场招聘招聘招聘招聘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史史史史话话话话 热热热热点点点点调调调调查查查查 事 事 事 事 务务务务 所 所 所 所 资资资资料共享料共享料共享料共享 答疑解惑答疑解惑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投投投投资资资资理理理理财财财财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信信信信报报报报 会会会会员员员员特特特特区区区区

AIA CPA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信信信信报电报电报电报电子子子子报报报报 '2011’’’’航天信息航天信息航天信息航天信息软软软软件杯全件杯全件杯全件杯全国税国税国税国税法知法知法知法知识识识识大大大大赛赛赛赛火火火火热进热进热进热进行中行中行中行中! 

新理财杂志征订开始了  

最新会计课程开班了！  

2012年财会信报征订  

《税务规划》期刊优惠  

轻松搞定会计职称考试   

2011年注会考试网络速  

中国CFO的梦想课堂  

陪小艾来一次会计长途  

会计继续教育辅导年检  

会计考试保通过只考一  

评论评论评论评论 RSS 热词：     高级搜索 在这里输入关键字...

网言网语 随笔杂谈 媒体热评 时政评论 财会时评 财经浪评 名家观察 每日推荐

·曹中铭：应严惩违规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人  

·晏扬：该给普通进口商品降税了  

·杨国英：加税潮难挡财政收支失衡趋势  

·中国公司财务欺诈 到底为哪般？  

·曹林：多收的税，要退还纳税人  

·李宁：个税22.3亿减税规模有点少  

·邓聿文：地税部门为何敢对抗国家税务总局  

·皮海洲：创业板公司业绩波动难言正常  

频频频频道推荐道推荐道推荐道推荐

点点点点击击击击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

图图图图片新片新片新片新闻闻闻闻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福布斯》有关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位争议的喧嚣还未散尽，一大批上世纪埋下的房产税、大小非

减持税等“休眠税”将被激活，资源税也将以试点模式铺开。实际上，面对减税呼声，税制调整也在悄

悄进行。至于新资源税的出台、以及房产税在上海、重庆等地的试行，我们不希望这仅是因为地方债务

已高达近11万亿、以及卖地收入严重收缩时，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一针安定剂。如此，在地方政府

债务危机得到短暂的缓和之后，粗放式投资和卖地财政必将再次回归，而我们终将为此付出更高的代

价。 

    富兰克林曾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税是逃不掉的。”只要有集体，就会有凑份子，只要

有社区，就会有管理费，只要有国家，就会有税收。“税收就是喂养政府的奶娘”，马克思这一判断算

是对国家税主权鞭辟入里的阐释。 

  重新发现税权 

  “税本善”是以上自然主义意义下的“税赋”正当性的推定基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

通过再分配机制，返利于民，增加公共服务，扩大社会福利，调节社会不平等，是国家走向公平和谐社

会所不可缺少的国家强制管理手段。至今还没有一个“无税乌托邦”幸存于地球某一个角落，在《福布

斯》榜上列税负痛苦最轻的国家，如卡塔尔，也仍然对公司所得税抓住不放。 

  在“税本善”推断下，“税负焦虑”应是个假命题，因为税负率再高，国家收走的税也会以不同方

式返还于纳税人手中，就比如一个在外辛苦挣钱的男人，却非常爽快地把所有收入交给管家的老婆一

样，国家正是扮演“管家老婆”角色。《福布斯》把法国列为“税负最痛苦国家”，但法国公民是否患

上“税负焦虑”，那是另一个问题。法国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全覆盖体系，而且在税收技术上

也自有一套手法，如法国经济学家哥尔柏就说过一句名言：“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

少的鹅叫。” 

  税是国家的存在方式。美国人抗击英国统治者的“茶叶税”，因为茶叶税被视为英国统治者为了彰

显主子地位而加诸美国人身上的经济盘剥和尊严侮辱，与“税本善”的理论假定相去甚远。结果可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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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美国人起来造反，赶走英国殖民者，独立建国。 

  “税负焦虑”本质就是税权意识的苏醒，而税权就是法权。 

  税权体系应是互动性的双层结构：一方是代表国家的政府收税权，另一方则是纳税人的权利。权力

与权利之间达成有效制衡，才能界定出国家税权的边界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才能使纳税人知晓“再分

配”到何处去以及使用效率。美国第五任总统加尔文?柯立芝曾说过，“征收多于政府绝对必要的税赋的

本质就是法律名义的抢劫”，政府无论以何种名义增税，都先得通过合理性及必要性及效率性的检索，

能负责任承担这个检索任务的，唯有独立于政府部门的议会等代议机构。 

  从计划经济转型进入市场经济，除了一些少数的税，如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等在人大层次上立法之

外，我国目前大部分征税立法权由行政部门持有，包括现在正在从休眠状态中“苏醒”的房产税。中国

应对民众“税负焦虑”，第一步更从税的立法权上突破，减少行政税权的专横性，让税收立法权收归于

全国人大。 

  美国本世纪初兴起了“全民减税”运动，推动的力量之一就是税收成本问题，美国人为了缴纳一美

元的税，往往要付出五美元的成本，这样的税收是不值得维持的。而今天美国又在提倡针对百万富翁的

“巴菲特税”，就是想把富人群体享有的优惠税率调整回到与普通缴税人一样的边际税率。无论增税或

减税，美国最终把问题都集中在议会中决断。 

  预算权是税权的保障 

  纳税人的监督权只有在“信息对称”前提下才能有效发挥。政府信息公开、预算编制和过程公开、

预算后拨款信息公开等，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信息来源。假如没有预算编制参与权与发言权，税收“二

次分配”的期望有可能会落空，因为不同的民众群体对“再分配”的目标博弈力量是不均等的。 

  从国际视野上看，新加坡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奉行“高效、规范、透明和可持续”原则，清理税

种，简化税类，主要税种就有所得税、消费税、资产税、车辆税和博彩税，以高效率的方式来管理好政

府经常性财政收入。 

  1998年，澳大利亚颁布实施了《预算诚信章程法》，提出了“合理预算”判断标准：一是“审

慎”，要考虑到财政风险，以及各类经济形势。第二个标准就是“绩效”，要求财政政策与效益挂钩评

估，这可能剔除“乱花钱”、“花大钱”项目。第三个标准就是“前后一贯”，各领域要相互协调，前

后一贯。第四个标准就是“完整性”，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应当保证税收体系的完整，不能使税收体系

因财政政策的变动而出现严重缺陷和漏洞。最后一个标准是“照顾子孙后代”原则。澳大利亚资源丰

富，大开发自然让财政收入大增，但开发完后，子孙又拿什么来治国呢？预算收入不是越多越好，控制

总体，该缓的要缓，该留给民间的就留给民间，该不急于开发的就得暂时不开发。 

  在美国，授权是财政监督的第一关，拨款是财政监督的第二关，授权案与拨款案的双重控制，就是

美国财政预算监督的一大特色。这意味着，即便通过了预算，钱不是想怎么拿去用、何时拿去用都行，

拨款要走程序，而且这一程序是透明和公开的，但也是最难过的一关。要说服国会拨款委员会成员，就

得回答诸多菜单式问题，如钱具体花在哪儿、怎么个花法，又会有什么影响，还得应付议员们一些出其

不意的刁钻问题。 

  从“宽口径”看待税负问题 

  中国部分学者以边际税率及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不符为名，指《福布斯》对中国税负计算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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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福布斯》发布的是排行榜，榜上的名次是相对于他人而存在，只要《福布斯》统一用一种口

径和固定标准，国家之间税负程度的相对值应是个“恒定量”，所以，《福布斯》的排名不是不讲科

学，反而是太有科学性，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全球的排位，并不冤枉我们。 

  从各国税收实践来看，各国财政收入的基本和主体来源是税收，而税源的主体是所得税这样的直接

税，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经营税及增值税等流转税，反而是税收主要来源。而且在中国，除以“国

税”“地税”之名各自征收的税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行政性收费，很多学者早就呼吁

全国人大启动收费法立法，这确是中国政府经常性收入占大头的情况下的客观立法规制要求。 

  所以，在中国，似乎谈不上谈“干税”：几乎看不到北欧国家那样针对个人收入的“重税”，但把

视野延伸到“费”及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利润分享和外储汇率收益等问题，情况就变了。过路要收路桥

费，子女读书要交借读费，工资单中要扣掉“三金”费，从这些资产的转移上看，与税并无两样。而垄

断国企超高利润没有上缴，本应由全民分享的收益被一小部分人占有，这本身构成了个人收益的“负资

产”，与缴了税的情况无异。2010年国企利润近2万亿元，上缴仅440亿元，未上缴利润额达98%，相当于

在13亿元国民身上被国企“窃”走了2万亿的资产。蒙古国的国企全民股份化，凡国民都有分红权。故

此，有的学者提议中国政府向国民发红包，以减轻国民税负焦虑，实在是一个妙招。红包资金应从国企

利润及国家外汇收益中支取。 

  这个“负资产”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庞大的财政收入。今年预计有10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

这个比例放在全世界也是惊人的。假如这么庞大的财政收入，却浪费在政府“三公消费”和政绩工程及

国际主义面子工程上，民众也相当再一次被征了“税”—这就是“负资产”的道理。 

  所以，在实际税负隐蔽性越高的情况下，一些有名的税种，随着各方条件的成熟，之前未征的税，

也开始具备了征收的条件，如重庆对存量房征房产税的试点，相信很快就会被对财政收入饥渴的地方政

府所效仿，资源税一旦放开，将成为土地税之外，政府的另一个财源。“有义务无权利的缴税人当然是

痛苦的”。税负焦虑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别用理想主义的措辞，再粉饰我们的税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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