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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 , 使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还不

高，基础比较薄弱。 

    如何通过税制改革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1 、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出口份额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强弱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而出口退税又是刺激、鼓励出口，提高出

口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所以，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举措之一。此外，由于目前所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

企业购买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税额不得抵扣，所以对出口企业或其产品的实际退税额度显然又低于已征税额。而根据 WTO 规则和

国际惯例遵循的全额退税原则，我国今后还应该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逐步达到零税率。  

    2 、改革税制，引导国际资本流向，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通过税制改革利用税率的设计、税收的减免等政策工具，将起到调节外

资流向结构，引导资金投入本国亟待发展的“瓶颈”产业，提高其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真正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增加有效供给，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本国最大的经济利益并提升国家竞争力。  

    3 、改革税制，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税收制度，防范金融风险。健全的金融体系是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金融体系的脆弱与紊

乱，可能来自于本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低下，也可能来自于国际资本的冲击。因而我国需要改革税制，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税收制度，对

证券交易行为、过程、经营所得、资本转移等环节进行调控，配合国家宏观金融监管，抑制过度投机，防范金融风险，使证券市场的发

展、开放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的调控、监管能力相适应，确保证券市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银行体系特别是

国有银行资产质量普遍低下，银行赢利能力极弱，不良资产的比率平均高达 25% ，远高于国际水平。因此，从税收这个角度看，降低税

率是提高银行赢利能力、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4 、加强税收管理，完善税收法制建设。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管理水平与法律环境对国家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加强税收管

理与提高政府管理决策水平的要求是一致的。要完善法制建设，就必须完善税收法制建设。要通过加强税收法制建设，使地方政府的各项

行为包括税收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立法进程，提高税收法律级次，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强化税收执法权，规范税收的代征代缴制

度，加大依法治税力度，逐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  

    5 、调整税收制度，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科技进步。人才与科技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极大的，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和科技的竞

争。为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税收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应该立足于国家科技政策的贯彻实

施，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相一致，与不同时期国家优先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项目相联系。比如，在增值税方面。一是高新技术企

业增值税政策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允许购进的生产设备进行抵扣，以减少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降低成本，提高产品

竞争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设备更新改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建议高新技术企业的免税年度从企业的盈利年度开始计算，适当延长企

业所得税税收减免的期限，减税时间可以延至 10—15 年，以利于起步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尽快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在个人所得税方

面，对个人的技术转让、技术专利使用费等收入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以鼓励科技人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活动，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技

术进步中的主体作用；在营业税方面，为了体现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带动传统产业改造的作用，可

以进行以下改革：高新技术企业对外转让专利技术或非专利科技成果、特许使用权等，所获得的收入应比照对科研单位实行的优惠，即免

征营业税，以此来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文章出处：《涉外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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