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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出席学术论坛(12月14日)

文章作者：

  《中国证券报》消息，在昨日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上，众多官员学者剖析“十一五”时期经济形势与任务，

开出了金融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清单。 

  放开商业银行资本进入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唐旭表示，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对商业银行行为约束产生硬化作用。结果是，一方面银行贷款自主性增强，

另一方面，在没有完全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时，总的资本金不足带来的对贷款的硬约束是不可调和的，所以银行只能降低贷款增长速

度。他表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当考虑放开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系统的资本进入问题。 

  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认为，由于储蓄长期大于投资，通货膨胀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危险，而金融受到的影响是流动性非常充足，利

率比较低，已经逼近“流动性陷阱”。在这种状况下，货币政策施展的余地缩小。谈到汇率时他说，居民持有外币存款的变化间接反映出人民

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 

  他预测，明年货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平稳，不会有特别强的指向性变化，在这种稳定的宏观环境下，应加快金融改革。 

  税制改革三大任务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指出，财税政策要考虑和当前的宏观调控重点相适应，在结构调整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针对“十一五”规划中

鼓励创新的战略，要改变现在税收政策中与之不符的内容；统一城乡税制，使之符合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目标。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坦言，由于十几年来没有大动作，“十一五”期间税制改革任务非常繁重，而“十一五”建议中罗列

的项目比较精简，是非常明智的。在他看来，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以及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三项主要任务。其中，今年的个税

法改革解决了扣除额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由分项征收改为综合征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表示，目前财税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对应，中央财政在很多方面为地

方大量让利，包括税收返还等，但是没有形成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对此，“十一五”期间应当深入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分析说，中央要减少行政层级，离不开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层级扁平化的实验，这是对财政体制在未来

五年中的实质性要求。此外，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以及财政收支分类，都是“十一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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