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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1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31%左右。财政持续增收表明了国家财力日

益增强，但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财政持续增收的动

力何在？财政收入增长为何超GDP增长？是否增加了企业和

个人税收负担？财政增收的钱都用在了哪些方面？财政部有

关负责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便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

解财政增收的来龙去脉。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财政持续增收 

经济决定财政。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

济效益不断提高，尤其是与财政收入关联性较大的工业增加

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企业利

润、进出口贸易额等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较快，直接带动

国内流转税、企业所得税、海关税收等主体税种收入快速增

长，为全年财政收入大幅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1-11

月，全国税收收入43237.38亿元，增长34.6%。分税种来看，

一是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快增长带动增值税

增长21.4%，达到14161.86亿元。二是卷烟、汽车产销形势较

好带动国内消费税增长17.6%，达到2048.43亿元。三是建筑安

装、房地产和金融业快速发展带动营业税增长29.7%，达

到6031.72亿元。四是由于企业经营效益提高，以及银行改制

和油价居高不下，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交叉持

股股份可逐步进入二级市场流通，使上市公司投资收益占利

润总额比重显著上升，再加上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增加



较多，相应拉动企业所得税增长39.2%，达到9175.54亿元。五

是个人收入快速增长带动个人所得税增长30.1%，达到2912.03

亿元。六是一般贸易进口较快增长带动海关税收（包括进口

产品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增长23.5%，达到6980.49亿元。 

主体税种税基增长较快，收入征管水平不断提高等因素带动

财政收入超GDP增长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比上年增

长31%左右，明显高于GDP增幅。具体分析财政收入超GDP

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财政收入结构与GDP结构

之间有差异。GDP由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组成，而全国

财政收入是由二十几种税收及非税收入组成的。不同的收入

有不同的经济来源和征收率，分析财政收入增长高于GDP增

长的原因，必须作财政收入结构分析。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

工商业增加值、第三产业的营业收入、进出口及企业利润。

今年以来，这些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主体税种税基

增长都高于同期GDP增幅，直接带动国内流转税、企业所得

税、海关税收等主体税种收入超GDP增长。2007年1-8月，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37%；1-9月，工业增加值、城

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贸易进口

额分别增长18.5%、26.4%、15.9%、24.6%，相应地增值税收

入、消费税收入、营业税收入、企业所得税收入、海关税收

分别增长20.8%、18.3%、29.7%、35.9%、21.7%。增值税收入

、消费税收入、营业税收入、企业所得税收入、进口环节税

收入的增幅分别是同期GDP增幅的1.81倍、1.59倍、2.58倍

、3.12倍、1.89倍。 二是加强收入征管因素的影响。税收、海

关等收入征管部门坚持依法征税，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不断提高收入征管效率，既保证了原有税收收入的正常增



长，又通过堵塞漏洞减少收入流失，查补清欠，使收入征收

率进一步提高，促进财政收入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较快增长。

加强收入征管，不断提高征收率，是财政收入增幅高于GDP

增幅的重要原因。 三是价格因素和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财

政收入是按照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也按现价计算，

而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率是按照不变价核算的。2007年前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66043亿元，同比增长11.5%，但按

现价计算，增长16.2%，与财政收入增幅的差距缩小4.7个百分

点。此外，一些地区特别是占全国税收70%的东部地区GDP

的增幅高于全国增幅，财政收入增长依赖于各地经济发展，

如果考虑地区因素，全国税收增幅与GDP增幅差距进一步缩

小。 四是累进税率制对税收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为充分

发挥税收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作用，我国一些税种和税目

的税率设置为累进税率。如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实

行九级超额累进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和承包承租所得实

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当应税所得达到一定规模时，适用税

率提高使税收收入呈现跳跃式增长，增幅会超过应税所得的

增长幅度；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当土地增值

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一定比例时，适用税率提高也会带来税

收收入增幅高于相应税基增幅。 五是政策性、特殊因素的影

响。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中有相当部分是政策性、特殊因素

带来的，这些因素与GDP增长关系不大。比如，2006年收入

基数中扣除了部分解决出口退税历史陈欠，铁道运输企业上

交出售国有资产收入，特别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倍多，出

口退税政策调整减少退税。这些因素合计形成今年增收

约3000多亿元，带动今年财政收入增长8个百分点左右，扣除



这些特殊因素增长，预计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3%左右。 

服务改革与发展大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 近年来，

国家除了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调整个别矿产品的资

源税政策之外，基本上没有出台增税政策。相反，为服务改

革与发展大局，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 为创造公平的税收

政策环境，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从2008年1月1日起，

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3%降低至25%。 为支持西部大开发，

制定了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属于国家鼓励

类产业的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 为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

兴和中部地区崛起，国家豁免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的历史

欠税，同时在东北三省和中部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部分行

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允许企业新购进的设备纳入增值税

进项抵扣。 为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制定

了一系列增加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 为减轻农民

负担，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

全部取消。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农民减轻负担1250亿元

，人均减负140元。 为支持就业再就业，制定了鼓励企业吸纳

下岗就业人员、残疾人、复转军人等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1月1日起，

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 财政增收重点

投向民生领域 财政增收重点投向“三农”、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更好地让广大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具体来说： 一是“三

农”。主要用于安排生猪、奶牛、油料良种补贴，支持这些

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必需的农产品生产和供应。安排小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资金，保障库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增加农



业、水利基本建设支出，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教育。主要是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全面落实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向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免费提供教科书，提高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

校舍维修改造补助标准。三是医疗卫生。主要用于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和增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补助支出。四是

社会保障。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增加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支出、对部分困难地区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拖欠职工

工资适当给予补助。五是环境保护。主要用于支持污水管网

建设、“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十大节能工

程及建筑节能、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方

面。延长退耕还林补助，并将安排一定规模巩固退耕还林成

果专项资金，用于口粮田建设、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等

方面。六是公共安全。主要用于增加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

管经费，用于检验检疫仪器设备购置、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质量抽查打假和专项整治等方面。增加对地方法院诉讼

费补助和地方公检法部门装备经费补助。 由于财政投入的大

幅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民生领域得到了较好的改善。粮食直

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规模增加

、范围扩大，有效落实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和粮食最低收购价

政策，预计全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4318亿元，增长22.8%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推开，惠及1.5亿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顺利实施，全国约400万名高校学生和约1600万名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获得资助。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开始实行师范生免

费教育。预计全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068亿元，增长76.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到全国86%的县（市、区），参

合农民达7.3亿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开始试点。城

乡医疗救助工作进一步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得到加强。

预计全年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631亿元，增长276.8%。促进

就业再就业的财税政策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

全国初步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提高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并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提高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预计

全年中央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19亿元，增长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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