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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行增值税在筹集税收收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增值税税率设计方面已经严重背离了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急需进行重新

设计和改革完善，建议：1、简并税率，将三档税率合并为 17%一档；2、根据统

一的增值税税率，规范抵扣政策，完善抵扣链条；3、以免征额政策取代起征点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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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度在满足公共财政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起了巨大

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现行增值税税率设计表现出与公平和效

率两大税收原则相背离的现象，面临着重新设计和改革完善的考验。  

一、现行增值税制度与公平、效率两大原则的背离  

现行增值税制度在税率设计和进项税额抵扣方面规定较多，使不同纳税人之间税

负不公，也极大的影响了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平、效率的税收基本原则。  

1、现行增值税制度与公平原则的背离  

第一、三档差别税率，影响税负公平基础。从理论上说，增值税是对企业生产销

售应税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产生的增值额按一定税率课征的税收。现行三档差别

税率，17%作为基本税率，13%的低税率适用于资源开采和农业等国家支持产业，

0税率用于鼓励出口贸易。税率设置存在的较大差距，使经营不同产品适用不同

税率的企业之间税负产生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公平。  

就目前差别税率的作用效果来看，对资源行业的低税率使资源产品价格低廉，不

利于资源匮乏的我国对资源适度开发、节约利用；对出口货物实行 0税率，巨额

免、抵、退税对出口贸易过度支持使出口贸易在快速增长的同时造成巨额贸易顺

差，引发贸易战；而巨额出口退税资金很大部分装进了创造巨额出口的外商投资

企业的外资方口袋。三档差别税率设计被赋予或捆绑了太多短期经济政策因素，

而国家经济政策必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随之调整，所以随着

时代变迁，对增值税制度重新设计和改革完善势在必行。  

    第二、差别税率作用于增值税链条，进一步影响税负公平。首先，生产基本

税率 17%货物的纳税人如果购进低税 13%的货物用于生产经营，该部分货物只能

按 13%的低税率抵扣进项税额，而销售货物按基本税率 17%计算销项税额，那么

该纳税人本期缴纳增值税已不是理论上本环节增值额×增值税税率，还应加上该

部分购进货物 13%的差别税率少抵扣约 4%的税收负担，使其增值税税负加重。其

次，在增值税整体链条作用下，国家用于鼓励、扶持部分资源、农业、文化等行

业的低税率优惠政策变得惠而不费，名不副实。除生产终端消费品的低税率货物

外，凡进入社会生产下一个环节的低税率货物享受优惠少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在

下一环节适用基本税率时,因为不参与下环节进项税额抵扣，会形成下一环节额

外税收负担，由下环节生产销售基本税率货物的单位完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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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差别税率导致的不规范抵扣政策影响税负公平。现行增值税制度几项不

规范的抵扣政策造成纳税人行业之间、个体间税负不公。主要表现在：（1）销

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专票。这样销售的免税货物进入下一生产环节也不能抵扣，

必将造成购进免税货物生产应税货物的企业承接负担免税货物的税负转嫁。（2）

凭购进货物的运输发票按 7%抵扣进项税额。由于开具运输发票缴纳 3%营业税，

抵扣 7%增值税，形成低征高扣。在低征高扣的政策规定下，利益驱动致使少数

不法企业虚开代开运输发票日增。在目前，营业税、增值税国税局地税局两家分

管，在协调合作管理力度不够情况下，运输发票虚开、代开屡禁不止。  

第四、增值税起征点政策影响税负公平。若规定个人销售货物起征点为 5000 元，

加工、修理行业等应税劳务起征点为 1500 元，个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超

过起征点后全额计征增值税，使超过起征点的个人与低于起征点的个人税负相差

过大，税负不公，不利于对广大个体工商户的税收管理。例如，商业零售销售额

5000 元，应纳增值税 5000×4%=200 元，而销售额 4900 元则不用纳税，使纳税

人实际税收负担不公，也使纳税人难以接受产生抵触情绪。  

2、现行增值税制度与效率原则的背离  

第一、从税收的行政效率来看，由于现行增值税设计税率的多样性，抵扣政策、

退税政策的复杂多变性，在实践中，造成税务部门征税而花费的征收成本和纳税

人纳税耗费的税收成本增加。税制设计应尽可能简单易行。  

第二、从税收的经济效率来看，差别税率设计使低税率产品行业税负向高税率产

品行业转移，不仅使基本税率产品企业承担超额税收负担，而且由于资源性产品

行业税负低、产品价格低廉扭曲，造成国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利于我国有限

资源的适度开发、倡导节约、提高利用效率，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不符

合经济效率原则。另外，对产品出口实行零税率，把阶段性鼓励出口贸易政策倾

向固化于税法之中，支持发展了我国对外贸易，积累到现在形成巨额的贸易顺差

和外汇储备；但对日益增长的 13 亿人口国内市场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广大内

贸企业未给予平等待遇，也必然使国家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不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现行增值税制度施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与税收的公平、效率

两大原则相背离，面临着重新设计与改革完善。  
二、现行增值税制度的改革构想  
现行增值税制度的改革构想：在兼顾公平、效率两大税收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增值税环

环抵扣、节节征收的整体链条特征，简并税率，规范抵扣，完善增值税链条，达到公平税负、

提高税收效率的目标。  
1、简并税率，将三档税率合并为 17%一档  
其作用有三：一是公平税负，防止增值税税负通过抵扣链条转嫁。二是提高资源产品行业税

负，促使资源适度开发、高效利用。三是消除内、外贸企业税负差异，促进我国产业政策由

“重外贸”向“拓内需”转变，还可将原出口退税资金用到广大公共财政需要方面，建设和谐社

会。  
2、根据统一的增值税税率，规范抵扣政策，完善抵扣链条  
在增值税环环抵扣、节节征收的整体链条特征下，纳税人购进货物少抵扣的每一分进项税额，

都会成为本身多负担的增值税税额，所以规范抵扣是纳税人公平税负的关键。主要措施有：

（1）销售免税货物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免税应仅限于对本企业货物本环节增值税免

征，不应影响免税货物流转方向，更不能使税负向后一环节转嫁。（2）购进货物取得运输发

票按 3.5%抵扣进项税额，防止利用虚开、代开运输发票骗抵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值税是对

货物生产经营产生的增值额按税率计算的征收，表现为进项税额对销项税额的抵减。现行增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值税制度既然把运输业流转税作为进项税额，就应以对货物运输服务实际征收营业税及城建

教育附加作为进项税额计算唯一依据，按 3.5%计算为宜。  
3、以免征额政策取代起征点政策  
增值税销售货物起征点的设置，造成起征点临界销售额纳税人的税负不公。在现阶段广大农

村、乡镇地区，个体工商户广泛大量存在且纳税遵从度不高情况下，为公平税负、规范税收

征管秩序，设定更为合理的免征额尤为必要，达不到免征额的予以免征，超过免征额就超过

部分予以征收，增值税征收的合理性更易充分表达，使广大个体工商户不仅减免了税款，而

且公平了税负。实行免征额后，税务部门征收成本不会增加，随着征纳关系的调整改善，征

税成本将逐渐降低；而个体工商户税负降低后，藏富于民，利于促进个体经济发展，创造新

的就业机会，建设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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