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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税赋考验政府治理(张曙光；12月25日)

文章作者：张曙光

  前不久，财政部宣布由原来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财政政策，进一步减少国债发行，降低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与此同时，

在东北开始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并准备在明年推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举措。这是中国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

的重大调整，既符合我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也适应了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要求。就时机选择来说，虽不算太晚，但已经接近有利时机的下

限，再拖就会丧失良机。 

  然而，就在有关方面准备把"两税合并方案"列入立法议程，提交人大讨论的时候，商务部有关人士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内外资企业

所得税并轨会对外商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据说，部分地方官员也持同样观点。于是，统一税赋进程的操作只好暂时中断。再加上，美国国会

于10月11日通过了《本土投资法》，将企业所得税从30%调减为5.25%，似乎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商务部的主张，大有"美国如此，何况中

国"之意。这样一来，明后年统一税赋的改革希望渺茫。最后结果到底如何，是对政府治理的一大考验。 

    商务部的理由貌似有理，实则值得推敲。不错，税赋高低是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为了引资，各个发展中国家展开了税赋减免竞争。

但是，税赋是增是减以及增减的程度，则视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就以美国出台《本土投资法》而论，也是为了应对美元不断走贬和资

本流出的态势，以稳定美国经济。中国的税制税法自然应当根据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来定。 

    对外资企业实行税赋优惠的政策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目的在于弥补投资环境的缺陷。实践证明，这

一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外资进入中国早已

不是考虑税收优惠，而是着眼于"抢滩"、"占位"，看重的是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中国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

机。按理，凡涉及到减收增支的事情，财政部门一般都趋于稳重和保守，都会仔细盘算和反复权衡，这是合理的，因为财政部门管家理财，

自然不会站着说话。现在，既然财政部已经下决心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足见税制统一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而商务部又一次持反对态度，

这就不能不令人要发问:这是为什么? 

    按说，从入世后的第一天起，就应当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这是符合WTO关于非歧视性的基本原则的，而税赋上的不统一就是政府

强力推行的不平等政策。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反复证明，两个条件完全相同的企业，由于身份不同而带来的税赋差别，内资企业的税赋

高，利润自然就少，不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然竞争不过外资企业，而且人为地压低了它的市场价值，使得内资企业在与外资

合资时明显吃亏。如果再不统一税制，那就是在继续实施一种优汰劣胜的非市场规则，就是在有意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就是把中国老百姓

创造的财富拱手送给外国人。我们不知道对这种论调和行为应当如何看待，作何评说。 

    担心影响外资进入和进而影响出口增长，是主张暂缓统一税制的主要依据。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今天的形势是资金多了还是资

金不足?或者说，今天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那么多外资?事实是，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民间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中国的投资率也许是世界

之最。我们的资金不是少了，而是没有很好地利用。据估算，居民拥有的资本是国有资本的2倍多，居民个人的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一半

左右，居民的储蓄早已超过了10万亿；5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没有有效利用，绝大部分存放在外国银行，或者购买了美国国债。现

在，中国对于外资的需求已经主要不是量的多少，而是质量和水平的高低。靠税收优惠只能降低引资的质量和水平，是无法吸引到高质量和

高水平的外商投资的。退一步讲，即使由于统一税赋政策的实施而使外资的进入减少10%，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8%以上的增长。至于外资进

入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这是事实。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早已超过50%就是证明。但这样的引资和出口增长并没有带

来社会福利的增长，反而增加了本已紧张的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和环境负担，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不知道这种无福利增加的经济增

长和出口增长究竟有什么意义。 

    暂缓税赋统一和对外资企业继续实行税收优惠，也不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因为投资增长过快是本次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而投资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措施招商引资的结果，包括税收减免和地价从低以及压低劳工成本等。统一了税赋，取

消了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就建立了一种能够改变行为预期的制度安排。立足于此，就可以抑制地方官员的引资热情，校正地方政府的投资行

为，有利于中央宏观政策的贯彻落实。 

    对外资企业继续实施税收优惠还有一个不利后果，即增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这也许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

临的最大难题。因为税赋不公，表明我们对资本流出流入采取了不对等的做法，即鼓励流入而抑制流出，这就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缩小

了外汇需求。最近，为了减缓升值压力，外管局在扩大外汇需求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允许私人财产汇出境外等，但问题的要害在供给方

面。在汇率暂时不能调整的情况下，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赋可以减少资本流入和外汇供给，是释放汇率升值压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外，美国实施《本土投资法》对我国的影响很小，因为美国在华投资占我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不大，目前每年大约40亿美元左右，占

我国全部引进外资的8%多一点。其他国家的税收减免竞争也不会对我国引资构成威胁，因为我国有利的引资条件，诸如良好的投资环境、

广阔的国内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快速的经济增长等，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或者不完全具备的，它们与我们的竞争不完全是在同一个层次和

水平上展开的。 

    基于以上分析，商务部叫停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主张，表面上是从中国的引资和发展出发，实际上有从本部门政绩考虑之嫌。在



目前的决策体制下，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最后的决策，是屈从于部门的压力，维护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还是真

正从国家的大局和全社会的福利出发，做出有助于体制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选择。这是对有关当局决策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又一次检验。人们将

拭目以待。 

文章出处：《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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