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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内

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经济波动明显增强。1992年10月，中共

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

要在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同时，使市场对资

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那时起，我国开始运用税制安排进

行宏观调控以熨平经济波动。 起步阶段（1992年～1997年）

：首次在税收制度安排上考虑宏观经济因素 1992年确定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一举扭转了前两年经济低速增长态势。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新问题也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

格计算，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达到14.2%

和13.3%，经济运行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过热苗头。为了防止经

济大起大落，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要求对

过热的经济实施有效和适当的宏观调控。 在这次宏观调控过

程中，遏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重要目标

。1993年下半年，中央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采取了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

税收政策方面，1991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从1991年起施行。固

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指国家对在我国境内进行固定资产

投资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资金征收的一



种税。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中，增值税采取了生产型增值税

，对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金不予抵扣。这些税收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95年

开始得到抑制，到1996年，经过3年的调控，我国基本实现了

国民经济的“软着陆”。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www．Examda。com)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这是我国首次

主动运用税收政策调控宏观经济，或者说在税收制度安排上

考虑了宏观经济因素，为今后积极主动运用税收政策调控宏

观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初试阶段（1998年～2004年）：

综合运用多种税收制度安排，但手段单一 进入1998年，亚洲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重大冲击，影响明显加深：

外贸出口形势恶化、外商投资下降、物价持续走低、消费需

求增长趋缓、投资需求增长乏力。1998年7月，国务院转发了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

年工作建议》，正式决定实施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

策。在税收政策方面主要有： 为鼓励投资，以及支持引进国

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在将关税税率总水平由1997年年底的17%

逐步降低至2004年的10.4%的同时，从1998年开始，对国家鼓

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的设备，在规定

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本文

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为支持外贸出口

，从1998年起分8次提高出口货物增值税退税率，到2002年出

口货物平均退税率已由8.3%提高到15%左右。 1999年下半年

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开始暂停征收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

准予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 为刺激居民消费，



从1999年11月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

；1999年将香皂以外的其他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由统一

的17%降为8%，对环保型汽车减按规定税率的70%征收消费

税。从1998年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

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以鼓励住房消费和流通。 为适应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西部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制定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税收优惠政

策，涉及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进出口税等诸

多方面。 为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和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效益

，2001年起将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

到2003年降至5%等。 通过跨度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从这次宏观调控实

施政策的运用上看，税收政策开始小试牛刀，综合运用了多

种税收制度安排，涉及了多种税种。但政策手段单一，主要

运用出口退税、减免税等手段。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是一种

反周期操作，仅仅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一旦经济走出低迷

阶段，原先的政策安排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从2004年开

始，从宏观经济调控角度看，我国税收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 理智回归阶段（2005年～2008年）：税收制度的

安排向规范化、法制化迈进 1998年～2003年的税收政策是在

特定条件下实施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来看，实施这种安排

是不合适的。从1994年初步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

制框架以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应对原有的税收制

度安排作出适时的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中性或稳健的财政政策开始实行。 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在做好东



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及时总结

经验，完善相关措施，准备把这项改革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

范围内推开。推进和完成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工

作。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全部取消农业税。进一步完善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

。税收制度日益规范，通过了修改后的增值税、消费税暂行

条例；通过了内外统一的车船税暂行条例；修改了城镇土地

使用税暂行条例和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等。 从2005年开始实

施的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将短期的反周期调节与促进

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相结合，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促进结构优

化相结合，实施宏观调控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有力

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此轮税收制度的安排向规

范化、法制化迈进，注重民生、内外统一、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运用税收政策调控宏

观经济的经验日益完善。 理智运用阶段（2008年至今）：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2008年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出口下降和

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从2008年9月起，为了保增长，我

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减税，陆续出台了减

免税政策，如2009年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暂免征收储蓄存

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

率和实行单边征收，多次提高部分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出台部分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的

企业所得税法、两次调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

准，也都是具有减税效应的税收政策。其中，面对宏观经济

形势的急转直下，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结构



性减税政策，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

方案，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

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更强调有选择地减税，以达到针对特定

群体、特定税种削减税负水平的目的，成为近年来我国税收

政策的一大亮点。 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到底多大有待实践检

验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运用税收政策进行

宏观调控的时间不长，但却经历了两次宏观经济过热（1992

年、2006年）和两次宏观经济低迷（1998年、2009年），从初

步尝试运用税收政策，到主动积极地大面积运用税收政策，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显得日益成熟。但是，税收政策有其

本身的特点和传导机制，针对宏观经济形势采取适时的税收

政策，总体上是有一定作用的，但究竟作用有多大，还有待

实践的检验。因此，我国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尽管可以运

用税收政策，但还是要注意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应

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应该针对波动的特点，组合运用财政、

税收、货币、行政等一系列政策，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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