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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ccvb"> 从近期烟产品消费税的调整，到中央政府频频

发布有关资源税、环境税和物业税的信息可见，结构性增税

悄然展开。 结构性增税的目的不应简单理解为开征新税种和

提高个别税种的税率来缓解日益紧张的财政收支压力，更应

透视出中央政府通过改革税制，掌控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的方

向，最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的良苦用心。 首先需要廓

清的是适当增税并不会影响结构性减税的大局。从近期传出

的各种结构性增税方案看，各税种初期给企业和个人增加的

整体税负一年多则数百元，少则几十亿元，完全可以被减税

额度所冲抵。如果再考虑到归并一些相关的行政收费，结构

性增税对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并非不可承受。 本轮结构性增税

的重点在于调结构而非增收入。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

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十一五”规划纲要更进一步细化

了能耗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的具体指标，“节能减

排”由此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的主基调。但我

国的税收制度却并未跟上时代的脚步，涉及环境和资源的税

种，不仅税目少，而且税负低。 与前几次税制改革不同，本

轮结构性增税的重头戏在资源和环境，这不仅仅是税源的开

拓，更是对税制结构的一次调整和优化，从而以合理的税制

结构促进节能减排事业的开展。 结构性增税也是宏观调控方

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市场经济中，资源品的价格应该是由市

场来决定的，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国目前对油电水气等



产品还是采用行政定价的方式。当资源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

时候，税收将成为政府最重要的调控手段。此次结构性增税

不仅理清了税制，还为将来的宏观调控打开了操作空间。 结

构性增税的推出时机也是中央政府反复权衡的重点。增税措

施势必会抬高部分产品的价格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宜在CPI低

位的时候果断推出。当下，结构性增税的时间窗口已然打开

。一方面虽有预期，但通胀未至；另一方面，下半年需求复

苏，企业抗压能力有所增强。一旦错过这一时机，若通胀卷

土重来，结构性增税的难度将增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