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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B8_E7_9F_A5_E8_c33_648189.htm 1998年以来，我国实

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在当前

中国主要采用了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的办法，在收入方

面，从宏观税负来看，不仅没减税，而且是在超常增税。这

可以从这些年来税收弹性系数的超常增长和宏观税率的不断

提高上反映出来。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

率之间的函数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苏入的增长率一直

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然而，1997

－1999年，税收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1．98

、1．89和1．88，平均为1．92，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

长率的两倍。而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8．2%，税收增

长率为20%，弹性系数为2．44，更是超常增长。这几年来，

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

，即税收苏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大体上每年增长近一

个百分点。 减税空间及其效应问题 至于减税问题，我国流行

的观点是：“当前我国实行减税不可行”。 理由有三：一是

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过低，减税空间不大； 二是我国以流

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降低了减税的刺激效应； 三是在当

前我国的情况下，减税很可能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财政难

以承受。 应该说，在当前我国大幅度减税确有困难，但并非

减税空间一点没有。事实上，我国在1999年已陆续出台了一

些减税措施。当前还可以在以下方面作些思考： 1、在我国

，减轻纳税人负担，应从税费总负担考虑。衡量我国宏观税



负的指标，分为三个口径： 一是税收苏入占GDP的比重，称

为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称为中口

径的宏观税负； 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大口径的

宏观税负。 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内收

入），而且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

入等。根据对1995年有关数据的测算，当时小口径的宏观税

负仅为10%，显得偏低；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约在25%左右，

显得偏高。通过费税改革要减轻企业和居民的总体负担，在

这之前，如果单独提高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就不是减轻而是

加重企业和居民的税费总负担，这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2、

在许多方面，不仅费多，税也多也重。比如我国增值税的基

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

达23%，这比许多国家都要高。又比如目前的内资企业所得

税的税率为33%，这同目前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税率水平

差不多，但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很低，这一税率

也偏高，而三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只有10%左右。此外，

汽车和住宅的税费过多过重，据统计，我国对汽车购买和使

用中征收的税费多达10多种，致使我国汽车的售价平均高出

美国一倍，严重制约了汽车的消费。 3、要正确对待税收同

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税收苏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其收入的基本目标就是满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在政府职

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观税负的高低，应以所取得的税收苏入

能够维持政府正常行使职能的经费支出及提供公共产品的最

基本供给的资金需要。问题在于目前我国政府职能不清，存

在职能错位、政企不分、包揽过多的问题，表现为政府机构

过于庞大，吃皇粮的人员过多，支出浪费严重。行政管理支



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7%增加到目前

的15%左右。这个问题不解决，使税收任务一再加码就会破

坏了整个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扼杀了税源。因此，政府机构

的精简和效能的提高，财政支出的节省，可为减税提供相应

的空间。 4、减税，不论是对流转税、所得税和其它税来说

，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实行的减税让利，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个有力的证明

。减税之所以会具有扩张效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税收都是价格的组成部分（价外税只是个形式问

题，不改变问题的本质），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

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根据市场原

则，企业之所以要投资和经营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

这里的利润最大化，是指企业在交纳流转税、所得税和其它

税之后，留归企业可支配的利润最大化。因此，税负的高低

（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会直接影响利润率，从而影响社会

投资的积极性。 5、减税并不意味着颊苏。我们应当借鉴西

方国家80年代税制改革的经验，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

免、严征管"的经验，其结果由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

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采

纳供应学派的主张，实行减税政策来应对经济滞胀，这为90

年代以来经济持续上升奠定了基础，并实现了从连年的巨额

赤字到有较大财政结余的重大转变。我们国家目前普遍存在

的问题是不少税率偏高，税基偏窄，特别是减免过多过乱，

既影响了税收苏入，又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市场经济公平

竞争的要求。相关资料： #0000ff>证券知识：计划年度政策

选择的预测 #0000ff>证券知识：金融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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