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研究》1994年笫12期 总笫157期

口黄拫纲

哦剧、痪恕勋嗓视笆导

我国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出台，1991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税制，是建国以来历次税
制改革中最广泛和最茠刻囚而也是影响最大的 一 次。这次税制改革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立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和与国际桵轨的必然结果。

这次税制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改苹，几乎涉及刊每一个主耍税种和各种类型的纳税人，还涉及
到整个税务管理体制和税务征收制度的改变，影响之探远和意义之亚大是我团税制改革史上空前
的．

新税制所谔循的基本原则是耍求有利千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呢力，发挥税收阴节收入作
用；体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简化、规范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 ．

它与以前历次税制改革一 向贯彻其中的 “ 区别对待 “原则有明显的不同，朝向国际通行的做法进 一

步靠拢．当然，另 一方面，为了有利千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要求在新税制交替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连
贯性和稳定性，这也是必要的。所以，这次税制改革中，对纳税人的整体税负来说，征本上还是不增
不减，保持原有的税收规模。这是 一 种对政府和对纳税人互不损害而有两利的做法。

这次税制改革的影响和意义如此广泛和涞远，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那么对外商（包括我国台
湾地区在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而，即统一税制、规范税
种；普遍征收、保持优惠；公平税赋、促进竞争。

一、统 一税制，规范税种

这次税制改革，一个程目的动作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团企业不再征收工商统 一 税，而代之以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资源税。新税制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外，其它税种税法，内
外资企业（包括经济特区内的外资企业）都统一 适用，同时到位。这 一 做法，使外资企业便千理韶，统
一操作．原来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流转税部分总体上适用工商统 一税，内资企业在流转税
部分适用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等，但在海南省和探圳市两个特区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
和个人，则适用的也是产品税、培们税和营业税。这种同 一 类应税经济行为、同 一 类纳税人在不同地
区适用不同的税种税法，使得外商来我国投资带来不少的旧扰。外商如果耍在我曰深圳、？纣酌相其
他地区都要投资设置企业，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话，就不但要懂得工商统 一税，还必须同时了解
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显然比较繁琐和复杂。现在流转税内外税制统 一 ，税种茂范，明确简便，
是十分有利于纳税人学习理解的．其他 一 些地区税种税法，也都由原来的内外两在税制合并统 一为
一套税制，这是我国税制改革中由内外分列税向统 一 税制转变的实质性步腺，不久的将来，随峦改
革的进一步深化，条件成熟，内外所得税制将统一为 一个所得税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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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苦追征收，保持优惠

以前实行产品税、增但税、营业税，内资企业各种不同纳税人实行不同企业所得税和内外两个
所得税时，均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减税免税栈定，内容不一 ，程度不 一，既有规定的跋免，又有临时的
照顾，税基不固定，执行不 一致，致使实际税赋上表现出诮多不合理之处，相当况乱。 现在新税制实
施，内外税制除外资企业所得税尚存在单独税法外，统 一 执行新税法，菇本上悄除了各种理由的减
税免税，划清了税基界限，实行了普遍征税原则。使得同类应税行为均应缴纳同样的税收，消除了同
类应税行为对于不同纳税人的税法适用局限性。

但是，鉴千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实行中的连续性和芢（定性需要，在对外资引进中所规定的某些优
惠措施，并未因新税制中贯彻了普遍征收的原则而遗受影响。许多原有的优惠措施仍然保留。从总
体来看，外资企业实行新的流转税以后，税收负担确实发生了 一些变化，但是，应该说这种变化是有
利于外资企业，而不是不利的。实行新税制后的变化，大致是10％的外资企业税赋与改革前的税赋
比较基本持平，30％的税赋将有所上升，30％的企业税赋则有所下降。对于这种变化，我团政府采取
了适当的办法予以解决，这就是对千税制改革后，按新税制规定计算所缴纳的税车比改制前培加的
部分，经过审查批准，在一定期限内，采取退税返还的办法佃决。具体地说，就是在1993年12月31
日前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执行新税制后而增加的税赋，经税务机关批准，在巳批准的经营期限内，
最长不超过5年，退还其因税赋增加而多缴的税款。199-1年1月1日以后批准的外资企业，则均按
新的税法规定纳税。 至于执行新税法后减少税赋的外资企业，当然完全可以按新税法执行，不需要
“补缴 “减少的那 一部分税款了，这就是说，在5年内外资企业总体上只有减少 一 部分税款，而没有
增加任何税额。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部法中规定的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完全不变，仍照原
祥执行，消除了外资企业在享受已经规定的税收优惠措施中可能受到影响的顾虑。

三、公平税负，促进竞争

这次税制改革对所得税的改革动作更大，把原先建立于“ 区别对待 “原则上，按不同性质纳税人
设置不同的企业所得税税法和个人所得税税法，除了涉外企业所得税税法之外，统 一 为 一个企业
所得税（内资企业）税法和 一个个人所得税税法，把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定为33%（对部分盈利水平
低的企业，增设27％和18％两项优惠税率）。把原先分屈于三个不同税种（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
节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 一个对内外仿个人统 一 的个人所得税税法。

这样改革，使得原先不同所得税的税率差异和级次级距差异趋千 一致，而且内资企业所得税和
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也大体相同，原先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偎高为55%，这次改革统
一调整为33％比例税率，与外资企业所得税扰本 一样，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变动，内外资企业所得
税体现了公平税赋的原则。所以，对外资企业就所得税邓分来说，可以说是既没有影响，又有 一定影
响。 说没有影响，是因为这税制改革主耍是对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没有变动，是内资企业税负向外
资企业靠拢，因而没有影响。说有点影响，主驳是括间拔影响而言。公平税赋之后，原先内资企业相
对于外资企业在所得税税负上的劣势没有了，压力也就不再存在，竞争就可处在同 一 起跑线上，外
资企业失去了以前具有在税负上的优势，相对就耍田难霄多了。不过鉴于顶定对外资企业的各种优
惠政策和措施不变，外资企业仍然从总休上较内资企业有较强的宽争力。 至于个人所得税，这次改
革，规范和统 一了内外税制，税赋也略有牉低，仄先对外符个人适用的个人所们税，山千不还用千形
势发展，已经采取了一个减半征收所得税额的过渡性扒施。 现在则原先个人丿听得倪江的七级悦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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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零税率级）改革为新税法的九级税率（不含零税率级），而且改革原先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的

60％累进税率和加成征收为最高累进税率为35%，都使得原税赋有所降低．对外籍个人而言，虽然

最低级税率和最高级税率都是5％和45%，但新税法中间增加了15％和25％两级税率，而且最高

级所得额提高应纳税额起点，也由1200元提高到10000元，对外籍个人的费用扣除额除了原来的

800元外，还另加每月3200元的附加扣除费用．按照新税法实施和新税率表标准测算，大约90％左

右的外籍个人所得税税负将会比原来的税负略低一些，这一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四、设置新税种，完善新税制

这次税制改革，由原先的38个税种变动为现在已经出炉的的18个税种税法，不久还会有一些

税种税法出台，但总的格局已定，不会再有大的变动． 这些在税种税法变动上基本可以归纳为四种

情况，L原有相同征税对象按不同性质纳税人分类的税种税法予以撤消，归井后重新设置新税法，

如各类内资企业所得税，撤消废除后，归并设置现在的企业所得税税法，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和个人

所得税也都是如此心原税种不变，扩大征收范围，调整征收税额，如资源税和城乡维护建设税就是

如此心保留原税种税法不变，如印花税、屠宰税等就是讨．新设置税种税法，如土地增值税即是．

每一个税种税法的变动和新设置，对纳税人当然都有关系，而对于外资企业和外糟个人来说，

所起的影响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在前面巳经就几个主要方面作了分析．还有一些小税种税法的变

动和出台，有的影响也很大，如土地增值税，目前虽然还未正式开征，但就已颁布的税法内容来看，

参与房地产经营的外商反映也十分强烈，也就是说，一旦正式开征，这一税种税法的调节作用 一定

十分显著，而这正是政府设置这一税种税法，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

总之，这次中国深化税制改革，其影响是普遍而深远的，从纳税人角度看，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个

人的影响也许更大一些．

（上挨第22页） 四是补偿外溢性地方公共产品的利益流失．外溢性地方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

往往超出地方政府的辖区范围，其它辖区的居民也会因此而受益，井且不须作任何缴纳．这祥，在受

益范围既包括本辖区居民又包括一部区外居民的情况下，如果只通过对本辖区民民征税来提供具

有外溢性地方公共产品，显然是不够合理的，因此，上级政府把一部分税收补助给下级政府，可鼓励

其生产这种具有外溢性的地方公共产品．

作为与地方税制相配合的中央补助，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有条件的补助，即专项补助．这种补助

要求地方政府在某些指定的项目上使用，一般讲有条件的补助具有收入效应，受补政府可因此而减

少税收的课征．同时，有条件的补助也具有替代效应，使受补政府在得到补助后增加其某些项目的

开支，二是无条件的补助，即一般补助，这种补助不规定资金的具体用途，也没有资金搭配要求。 无

条件补助同样具有收入效应．但由于它不规定具体用途，所以它没有直接的替代效应．

在补助金问题上，最引人注意的并不是应该给谁补助以及补助多少，而是究竟应该采取什么祥

的形式，即补助是否应该是一般性，从而让受补者可以自行决定补助金的具体用途，或者，补助是否

应该是专项的，从而要求受补政府必须将补助金用于某种持定的项目，还有专项补助应否是对称

的，即要求受补政府拿出相应的配套资金用于和上级政府共同发展某种项目，或者，专项补助是否

应是非对称性的，即提供补助时不要求受补政府考虑配套资金问题． 这些问题的核心，在千分析哪

些补助方式更有效率． 因为不同的补助方式具有各不相同的作用，不同的补助方式，也只能分别被

用于达到不同的目标． 对千中央政府来说，就是要通过选择适当的补助方式，以较少的费用达到顼

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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