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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改革座谈会纪要  

http://www.crifs.org.cn  2005年1月5日  孙钢 胥玲整理 

为推动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加快“两法合并”的步伐，中国财政学会和《财政研究》编辑部

于2004年12月30日上午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交流社会各方面对我国企

业所得税改革的看法和建议。财政部税政司张天犁处长、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杨峰处长、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倪红日研究员，以及飞利浦电子（北京）有限公司、英亚达集团（北京）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新世纪饭店等外资企业的代表出席了座谈会。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等所领导，以及财

科所部分处室的研究人员也参加了座谈会。 

一、关于所得税两税合并的要点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同志就两税合并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指出此次两税合并的基本要点

是： 

1．统一实行法人所得税制； 

2．基本工资实行税前据实扣除，不再实行计税工资的办法； 

3．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的基本格局：形成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新格

局； 

4．降低税率，具体税率的确定要参考国际上和周边国家的平均水平以及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

可考虑在25—28%的区间； 

5．为保证改革的平稳进行，对外资采取过渡期的办法，减轻其所受影响； 

6．争取所得税改革与增值税改革联动进行，以增加改革的平衡因素。 

税务总局的同志指出：“两法合并”改革的目的是要给所有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因

此，要改就应彻底改，不希望形成“一税两制”。 

二、外资企业对所得税改革的关注点 

飞利浦的代表认为，外资企业对所得税改革非常关注，但敏感点主要不在税率的高低上，如果

税率确定在25%—28%，对外资企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过

大，像移动通讯企业，初期的利润率高达50—60%，还免税，外资的红利过高。而进入纳税期后利润

率会走低，国家拿不到多少税。他表示赞同“相对于税收优惠，外企更看重中国的市场和环境”的



观点。同时他也指出，令外资感到困扰的是不同政府机关对于税法的不同解释，以及在政策执行过

程中的相互推诿，使得外企的投资计划不易落实。还有很多国有企业通过“假合资”的方式逃避税

收。 

此外，外企代表认为：外资企业利润外逃的主要手段是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国家应该在

这方面加强监督管理。 

三、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差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认为：由于税收返还的力度很大，一些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并非

33%，而是20%左右，甚至更低。 

国家税务总局的同志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内资企业中除了享受国家产业优惠政策

的企业以外，经营型企业的实际税负就是33%。虽然税收返还的力度很大，但是面很窄，主要是针对

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例如中央对企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补偿以及国企改制后对主辅分离企业中

的辅业部分的照顾。 

四、“两税合并”的时机是否成熟 

财政部的同志认为：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中国的引资规模已列世界前三位。十六届三中全

会明确提出要“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因此对外资不能继续全盘引进，而应该有所选择，应该结合

国家的产业政策进一步规范外资的引进，对于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不但要继续给予税收优惠，而且

要加大优惠的力度，这样才能提升外资的利用水平。 

有的同志则认为，此次所得税改革对于FDI的影响可能会较大，而且周边国家都在加大税收优

惠，国际范围内的税收竞争相当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家所得税改革势必影响FDI。建议改

革中采取“大篮子套小篮子”的办法，保持外资优惠政策的一定稳定性。 

财政部的同志认为，造成意见不同的原因是部门之间沟通不够。事实上，对于国家急需引进的

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税改中大多会保留下来，对于FDI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大。以产业优惠为

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新格局应该坚持。 

科研所贾康所长认为，“两税合并”的重要性首先应从战略高度和大局视野来把握，事关“入

世”过渡期接近收尾形势下企业公平竞争与总体竞争力的提高，是“做大企业蛋糕”和“做大经济

蛋糕”的必要选择。其次，其时机已经成熟：第一，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近几年强势增长，今年的

财政收入净增量超过了5000亿，但是这样一个增长势头谁也不能保证会长期持续下去，一般而言，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一定程度就应相对稳定，现在财政收入强劲增长的势头正好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非常宝贵的配套条件，即有减税效应的税制改革得到了操作空

间和承受力。第二，增值税改革2006年就有可能扩展到全国范围，与所得税改革联动，对于企业的

税负正好形成“一增一减”的缓冲效应。第三，考虑到中国还有政府决策方面的重要因素，本届政

府任期的第三年明确强调是“改革年”，正是推行改革措施的最好年度。此外，这一改革也会有利

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样的改革良机是千载难逢的，我们如不能抓住实在太可惜。有不同意见

的部门之间应该尽可能地寻求共识和操作方案中的必要妥协，以促成这次企业所得税改革不失时机

地出台。 



企业界代表还对税制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税收优惠可以考虑根据企业的实际纳税额来

定；二是政府部门对于法律的解释和执行应该统一，不同部门应该联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服

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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