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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81_E8_B4_A2_E6_c46_642927.htm 在当前经济形势处于

浑浊不清的状态下，预测未来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对赌

未来的税收也如出一辙。CFO需要辨别清楚积极财政政策背

景下减税的性质、涉税风险、税收管控以及企业机会。 减税

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新一轮税收的结构性调整稍早于近期所点

明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当时的市场远没有今天这般糟糕

，并缺少应有的征兆。上述政策调整具标杆意义的是新企业

所得税法的推出。新企业所得税八个百分点名义税率的降低

，与眼下保GDP无关，是酝酿已久的事情。当时为了避免政

府的岁入“俯卧撑”，政府在其他方面又采取了多项增税减

支措施，包括企图使出口退税归零、提高资源税、从房地产

业中用税费工具寻租，印花税的“半夜鸡叫”也是在此背景

下发生的。 不过从性质上讲，当时的税收调整设计，总体偏

重于解决企业高税负和经济结构扭曲问题，有减法也有加法

，前提是财政盘子不能因税收调整而变小。属于“保守疗法

”，政策上也谈不上什么积极。 采取包括转型在内的积极增

值税政策、降低资本市场印花税、取消利息所得税、全面调

整关税、清理房产业税费、消费税改革、提高出口退税率和

个税起征点等，构成了政府新近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结

构性减税”的主要内容。从性质上看，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

政策是以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和结构性减税对冲已经完全失

去使用方向感的岁入由于经济活动长期受制于财政拖累而作

出的纠正，属于一种零和式自我救赎。 2009年，各级政府或



将还会推出某些结构性减税组合。包括再调出口退税率和关

税、下调甚至临时取消房地产业大部分税费、下调包括银行

在内的服务业营业税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自2009年小规模

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后，最值得企业关注的是

一般纳税人17%增值税税率问题。17%的增值税税率与大多数

国家相比都属于高的，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率偏

高的问题一直有些争论，只不过在当前形势下这个信号被放

大了。人们对降低增值税率作为政府可能动用的最后手段仍

然有一些期待。 减税力度低于预期 目前积极财政中税式支出

（某些收入的放弃）的实施远比政府直接财政投入的大手笔

来得保守。中央决策部门估计，目前已出台的所有减税、让

利、减费措施，大约可以为企业减负5000多亿元。据此推算

，剔除其中的减费因素，这个数字不足税收年收入的7%.

而2008年在下半年税收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全年税收收

入仍然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速。 新出台

的很多减税让利缺乏实质内容，作用也会有限。比如，增值

税本身具有保持中性的内在要求，但为保收入，增值税长期

在扭曲的状态下运行。后来，转型又成了对特定地区和行业

的特惠政策工具。病入膏肓时，增值税转型的利多早已被消

去大半。 比较特别的就是针对房地产的税收新政。毫无疑问

，目前体现在房地产上的很多税费都是被相关权力部门用“

抢劫”的形式加上去的，反过来又催生了整个产业的泡沫。

现在推出的多项房地产减税减费政策大有回到2006年之前的

趋势。不过，这个“还乡团”回来得实在晚了点。其实，购

房的欲望冲动不但来自谋生的需要，还有一种收益预期，看

跌心理一旦形成，减多少税费也不会发生实际的余额效应。



直至今天，整个房地产市场结构的严重扭曲现象并没有回到

从善如流的路上来，涉及到结构性问题，上帝也拿不出“速

效药”。 密切留意税收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至少在表面上使大

环境变得相当宽松，机会自不待言，而潜在的税收风险更应

随时被CFO所关注。这种风险很大部分来自现实中敞开了不

按常理出牌的窗口，人们很容易在“天文数字”面前失去警

觉或对细节变得懈怠。比如，企业所得税降至25%以后，众

多企业可能试图寻求获得更低税率的税收优惠安排。最常见

的是对高新企业兼并收购。这似乎也是税收筹划师力推的最

佳“节税”方案组合之一。但是，如果与集团相关联的公司

把不能列支的一般性研发费用通过财务手段大量流向低税率

的高新企业，可能就会在“不经意”间翻船。 即使是现代经

济国家，税收违规与否的边界也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何况处

于转型期的中国。周正毅税案中的“关联企业间串开”行为

在时下的企业中远非鲜见（实际比较普遍）。笔者曾把上述

特定行为称之为“税收木马”，换句形象的说法就是政策的

“山寨化”。当企业遭遇税收木马时，罪与非罪的最大可能

已经超出税收之外。 在财务实践中，过于保守的税收策略并

不为大多数CFO所接受。人们摒弃税收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因

在于它不能确保企业利益最大化。何况政策性过强也并非意

味着税收零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些企业的CFO总喜

欢把所有的涉税权揽于一身，认为这样能提升执行政策的高

度，降低纳税成本。其实税权过于集中意味着税收风险会在

一个更高层级上积聚，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伤及筋骨。与

其让集权的幽灵发号施令，倒不如分散税权风险来得更安全

。在积极财政背景下，分散税收风险也有结构性调整的内在



要求。 CFO税务管理的目标是在防范税务风险的同时为企业

创造税务价值。CFO既要确保税务风险被控制在政策底线内

，又能使企业各环节衔接，以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按照新

颁布的在上市公司中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CFO税收控管重点应该侧重税收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活动

的过程和包括外围环境在内的企业内部的信息与沟通以及内

部监督体制。其中较重要的是税收风险评估。税收风险评估

可以准确识别与税收相关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确定企业

能够承受的最大风险底线，包括整体税收风险承受能力和业

务层面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把握税收时间之窗 用足政策，须

当机立断，以免错失机会的时间之窗。比如，国内投资项目

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原来是隔几年调整一次，近年则年年有

变。财政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的新版“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

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提高了部分不予免税技术规格的商品

，惠及到几乎所有机械行业。同时，对部分国内不能满足要

求的设备技术规格进行了适当下调，惠及汽车生产、塑料加

工、棉花检测仪器、乳品生产等行业。然而，这是今年的政

策，坐失这个机会，明年可能就没这块馅饼了。再比如，在

当前特殊环境下，税务部门可能要推出某些相对较宽松的临

时性税收“善举”，为保持健康的现金流，要注意充分利用

特殊时期的税款缓缴、申报延期和社保费的缓缴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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