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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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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3年之久的讨论之后,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方案已经成型。参与方案起草的财政部有关人士说,今年最有戏的税制

改革就是关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的改革。据透露,在这个方案中,所有内外资企业将按统一的税率缴纳税收。  

  金人庆表示，两税合并还在研究。两税合并，一定要符合WTO的规则，一定要进一步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一定要

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我们一定会充分考虑到过去一直在中国投资企业的利益，包括我们作出的承诺，我们也会充分听取各方面

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目前税负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上。我国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是33%,而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介于15--24%之间。但安

永税务及咨询有限公司副主席沈钰文认为,中国内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是28%,而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是11%左右。所得税的这种差别，不能不

说实际上造成了歧视税率的现实，内外资企业的竞争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下进行了。对内资企业而言有些忍辱负重的味道。 

  全国工商联认为，考虑到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国企业税收负担重。由于税收负担过重，作为投资

和市场主体的企业缺乏进行扩大投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实力和动力，缺乏创新的活力和动机，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  

  有关人士估计,在过渡期间,有关部门很可能会采取通过调高国内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率的办法来降低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赋水平。国家

税务总局有关人士认为,所得税中所谓"所得"就是在企业资本、劳动等各种消耗都已实现充分补偿之后要交的税。"两税合并",首先就要解

决内资企业的补偿问题。因此,税前抵扣充分是第一位的。  

   据了解,现有的所得税制度对中国企业补偿的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折旧率低而导致资本消耗补偿不足；二是因计税

工资扣除限制而导致劳动力消耗补偿不足；三是因研发支出水平低而导致后备技术补偿不足。  

  众多专家认为,目前是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时候了。如果继续优惠外商,就使得外资企业享有市场开放和税收优惠的双重优

惠,而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则变成了税收和市场的双重负担。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双荣也认为,这个时候进行税改时机比较好。随着外

商越来越多,税制改革对整个经济的震动会比较低。  

  贾康博士认为,应该逐渐实现对内、外资企业两税合并,不要急于达到一视同仁的目标。他说,本来打算入世之后就将外资的税收标准

和国内拉平,但因为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不违反WTO的框架,而我国目前还是希望能更多地利用外资,所以估计不会把外资企业的税收

优惠立刻取消。此外,虽然我国对外资企业有税收优惠,但在其他方面对外资企业还有一定的限制,考虑到今年才是中国入世后的第3年,许

多情况还看不清楚,从长计议则可以观察下一步的发展。  

  专家认为,即使取消了对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外资也不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因为外资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稳定的

环境。不过,税率统一后,外资企业将可能需要调整相关的投资计划,因为一些外资企业原来的预算是在能够获得税收优惠的前提下制订

的。因此,跨国公司目前最为关心的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具体时间表。如果新的税法在2005年生效,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比较传统的

行业届时得不到优惠政策的话,他们很可能在2005年以前就提前进入中国。按照各地对外资企业税收政策保持5年不变的操作惯例,此举可

以使跨国公司得到的税收优惠延续到2005年以后。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司徒秉俊则建议引入国际通行的集团纳税方式,通过允

许一家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数家企业合并在一起纳税的办法,来减轻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  

  许善达认为，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方面，需要考虑用产业政策研究调整税制方向。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的优

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不够。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

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

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专家认为，统一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转移到以产业发展导向

为主上来。根据国务院对我国中长期产业发展序列和目标的规划，可以将我国各产业分为三块：先驱产业、中性产业和限制性产业，税收

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先驱产业，而对限制性产业，即使是外资企业也不应再给予优惠政策。区域发展导向也应逐步从目前的沿海地区转向

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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