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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关
”

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祖 煜

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统一市

场经济和贸易户由化的要求， 对各缔约国国

内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 而其中的税收问题

是缔约国各方所共同关心的焦点， 它影响到

一国国内税收的各个环节。 本文试图从进口

税收、 出口税收以及国内税收三个方面来分

析重返GATT对我国税收将产生的影响。

一、 GATT对进口税收的影晌

我国对进口商品主耍课征关税、 进口调

节税和进口代征税。 关税既是我国财政收入

的来源之一 ， 也是国空对外贸和经济运行进

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关贸总协定»详

细阐述的主要内容就是 “关税” 。 重返GA

TT所面临的报直接影响就是关税收入的减

少。 我国是发展中国京， 由于国民 收入偏

低， 税源有限， 关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有

重要地位。 但从近几年来看， 关税收入在税

收总收入中所占比罩呈下降趋势， 1985年为

10. 06%, 1989年为 8.15%, 1990 年下降到

5.63% 。 1991年我邑大说的名义税率闷达

42% ， 而实际税卒则为22.5% ， 这与经过七

轮关税减让谈判的总协立代员国（其中工业

化国家 4-－ j %， 发展中国 14-15% ）相比

差距较大。 ．．， r-i， 合GATT, 我国目 1986 年至

1990年甘连续18 认·,j低了 83个税目询税率。

1992 年 1 月： u, 我国又单方面降低 225项

产品的进口说卒， 12 月份再次讷低了沁 71 种

商品的进口税率， 占关税说门的53.6% ， 税

率平均下降7.3% 。 我国还已承诺在 1993 年

各工业部门自主减让关税10% ， 在今后 3-

5 年， 总体关税歧让 50% 。 这会使关税收入

进 一 步下降。 由于调低税率， 按 1985年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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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计算，1988年减少财政收入120多亿元，

1990 年减少财政收入200多亿元， 今后每年

因调低关税而减少税收收入至少在300 亿元

以上。 从近期看， 关税减让会减少关税对国

内企业的保护程度， 但进口额会显著上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常因降低税率所损失的

收入。 而从长期看， 虽然关税收入下降了，

但与进口贸易有关的其他要素收入将会增

加， 最终会导致国民总产出的提高和按世界

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的提高。 随着国内税制

的完善和国民收入的长期提高， 税收收入的

潜力将增加。

为了限制盲目进口某些国内外差价较大

的商品和成套散件， 我国于1986年 7 月 16 日

开征了带有明显附加税性质的进口调节税。

1992年 3 月我国为配合GATT市场准入谈

判， 全面取消了对庥托车、 复印机、 涤纶加

工丝等 14 种商品课征的进口调节税。

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部分第

三条规定的国内税与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原

则， 允许对进口商品计征与国内商品对等的

国内税收。 叩入GATT后， 由于贸易自由化

的影响，随着进口额的上升， 对进口产品征

收的产品税、 增值说（即进口代征税）的收

入也会上升。 可见， 在关税降低、 进口悯节

税取消后， 流抟税对限制进口作用的地位会

相对上升。 在此前提下， 我国商品税制规定

的税字若低千外国税制规定的同类税率， 势

必会吸引外国商品向我国市场倾销。 目前我

国流转税的悦基宽， 税率低。 而对增值税，

大多效国家都采用消费型的窄税基， 税率则

呈上升趋势。 像欧共体规定从 1993年 1 月 1

日起， 各成员国增值税税率不得低于15% 。



而我国增值税目前的标准悦字是14%， 且屈

于生产型的。 如将我国增值税改为收入型或

消费型， 允许企业将固定资产折旧从税基中

扣除， 并将标准税率提高1-2个百分点，

那么一方面解决了现行增值税的敢复征税问

题， 另 一 方而又不会增加国内企业的税收负

担， 而只会增加进口商品的应纳增值税额，

并且这并不违背关贸总协定规定的国民待遇

等有关原则。随着进口规模的扩大， 该项税

收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且它在合乎国际惯例

的基础上对国内市场能起保护作用。

二、 GATT对出口税收的影响

我国出口税收主要涉及对一 些出口商品

征收出口关税和出口退税间题。

对出口产品我国 一 般不征关税， 实行出

口退税政策， 但也考虑一 些国际国内市场因

素， 对少数水产品、 药材、 铁合金、 煤等分

别征20一50％的出口税。 由于出口商品征收

关税规模较小， 因此增长相对额小， 并保持

较低速度的增长势头。

我国从1985年起实施出口退税制度。 出

口退税工作施行儿年来， 退税额逐年加大。

1985年为19.6亿元， 1986年为40亿元， 1987

年为76.7亿元，1988年为113亿元， 1989年

为153亿元， 1990年为185亿元。1991年全面

取消财政补贴后，全国出口创汇719亿美元，

出口退税达到254.4亿元人民币， 平均1美元

退税人民币0.35元。1992年计划中仅中央外

贸企业必悦颌就达240亿元人民币。 可见，

出口退税额随着外贸出口额的增长而连年大

幅度增长。 GATT条件下， 我国将享受到国

际市场的关税减让优惠。 这种稳固的优惠税

率， 使一 些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的国家对我国

某些产品苛以高于普通税儿倍乃至儿百倍重

税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局面得以打破，

可使我国更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尤其是

西方市场。 因此GATT条件下， 我国商品出

口将会呈现一 个更快的速度， 出口退税也因

此会更加显笘地增长， 从而制约着我国税收

收入的增长规校。

三、 GATT对国内税收的影响

首先， 如前所述， 重返GATT后由千贸

易自由化的影响， 进口额会显肾上升， 对进

口产品征收的流转税收入也会上升， 但短期

内进口产品会对国内企业产品市场产生很大

的冲击， 这将造成部分产业的生产萎缩， 课

自这些企业的流转税收入会相应下降。

其次， GATT市场准入谈判中， 我国承

诺放宽进口原材料及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范

围限制， 主要采取关税保护手段凋节进出口

贸易。 因此消费品及其他进口商品会增长很

快， 刺激消费转热， 商品批发、 零售、 交通

运输和金融保险业会得到较快发展， 使得以

营业收入课征的营业税明显回升。 同时， 随

着国际和国内 “市场准入“ 受贸易自由化刺

激和国际市场的引导， 必将会产生一 批新兴

工业， 政府可以从这些新兴的工业部门中得

到新的税源。 在关贸总协定 “ 乌拉圭回合”

谈判中， 为了获得＜＜服务贸易总协定»创始

国的地位并为我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争取出

口市场， 我国根据现行政策法规， 就航运、

专业服务、 银行业、广告、 旅游、 近海石油

勘探等6个服务部门递交了初步承诺开价

单。这样，我国既可以引进国外服务业参与国

内竞争， 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 又可以促

进我国服务贸易向海外市场推进， 跟上世界

服务业发展的步伐， 并会带动我国整个第三

产业的发展， 使这一 产业目前薄弱的税基变

得雄厚起来， 从而增加税收收入。

再次， 在没有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

位条件下， 我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是比较困

难的，同时， GATT中的商品贸易原产地规

则， 又直接影响到外商在中国投资办厂。 一

旦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 我国生产的商品

进入任何一 个缔约国都会享受税收优惠待

遇， 加之三资企业商品国 （下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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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经过艰辛努力研制的和技成果得不到运用和推广， 另 一 方曲生产企业迫
切需要输入新的科技成果而求寻无门。 长期以来， 我国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上确实严重地存
在着这类问题。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相应发展中介机构、 中间试验和工业试
验，促进技术转让并加快其进程，同时有步骤地在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建立技术创新组织和技
术推广网络，从多方面提供综合配套的社会化服务，构筑起紧密联结科技与经济的坚固桥梁。

5. 国防军工科研单位要转变机制， 积极推进军工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
国防军工科研单位集中了大批科技英才， 又拥有先进的科研手段和配套设施， 是我国科

学研究中 一 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屈。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尤其是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
改善， 现有的国防军工科研单位有可能更多地介入民用科技研究，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更快发展。 对此， 国家在政策上要继续给予鼓励和支持， 为国防军工科研单位发展民用科
技研究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同时， 作为国防军工科研单位而言， 则需要继续贯彻军民结合
的方计， 进 一步深化改革， 转变科研机制， 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在充分保障国
防建设需要的前提下， 积极推进军_[.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移，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军工科
研力猛的潜力， 进而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增强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也应看到，
国防军工科研单位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对自身也是有很多益处的， 既可以更加
全面系统地把握当代科技的发展动向， 又可以通过民用技术开发改进原有的某些不足， 其意
义决不可以低估。

（上接第33页） 内销售与国内商品同等对
待， 这样就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
资。 随着三资企业的发展， 涉外税收会得到
渐进式增长。

最后， 我国工业整体素质低， 产品缺乏
竞争力。 在GATT条件下， 虽然一 方面出口
环境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但另 一 方面贸
易保护措施也将大为减少， 从而使国内市场
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相互开放度大大增强。 在
此情况下将会加重国内企业亏损， 甚至倒

、 、 ..-.,----�--、-. 、＇`'.·-•,-.

（上接第62页）
再次， 全书寓教学，去于会计教材之中。

“ 作者” 在写书的过程中， 为 “ 教者” （教
师）的课堂讲授留有颇多发挥的余地， 也为

“读者 ” （学生）的学习留下了独立思考、
深入探究的余地。 比如， 本书的第 一 单第
一节 “会计与社会环境” ， 第二节 “会计
的涵义 ” ， 第三节 “会计的内容 ＇＇ ， 第四节
“会计的职能“ ， 第五节 “ 会计学及其分

支＂， 以及第二幸的 “ 会计等式” 等等， 都
充分体现了上述特色。 山千 “ 作者”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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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亏损企业的增加，会造成拖欠税的增长。
“ 复关” 将对我国的社会生活经济产生

全面的、 深远的影响， 正如上所述， 也必然
冲击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收入结构。
对此， 我们应该早作准备， 改革我国现行税
制中与 “ 复关” 的婓求不相适应的方面， 调
整有关的税收政策和措施， 加强税收立法，
以期能最大限度地减小 “ 复关” 对我国经济
的冲击，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走上良性循环
的轨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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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 “读者” 的 “三结合 ” ， 使本书在会
计教学改革的实践中， 得以大放光彩。

读完作者惠赠笔者的＜＜基础会计＞＞ 一

书， 不禁想起唐代杜甫有诗云： “更觉良工
心独苦 ” 。 我认为， 从＜＜苇础会计＞＞的第一
版到这次的改编本， 作者的确象一位优秀的
艺术家对待他的精美作品 一样， 苦苦而追
求， 精雕而细刻， 终于达到了 “ 更上 一 层
楼 ” 的新境界。 我衷心祝愿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教材系列丛书 ” 取得新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