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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的比较和借鉴
迅度的税仇水平， 合理的税制结构是每一个国家税制建设所需要处理仰决的二个基本问咒， 同杆， 也

足找国税制改革的巫要课题。 亲无疑问， 由于各国客观经济条件和政策目标不同， 从而形成了各有其特点
们税制模式， 我们不可能从中寻找到一种最优模式作为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但是， 尽管各国税制的

只休形式不同， 而各国税制发展却有一些共同性的规律， 这此共同性的规律对丁我匡税副改不具有尔要的

借鉴意义。

一、 税刮的比较

一个门家选择什么杆的税制模式， 并不是该国政府的主观意志， 而是由恀国的客观条件所决定， 这些

客炖条件十要作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 一 ）不同经济制度国家的税制比较

补贪主义和守木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 受经济制度所制约的税收制度也具有不同特，点，·11税负

水平和税制结构两方面都有阴显的反映。 从有利千分析问胚考虑， 我们先从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税

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符手， 然后进一步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状况。 税收占GNP(ff1

民们J U值）的比币是反映悦负水平的基本指标， 1978年我闰财政收入占GNP的比小为31.3%， 而同我

11]纾济发展水平相近的86个发展中国家税收占GDP（团内生产总伯）的平均值为17.7%，低千我阳的税负水

平。 同样， 东欧和苏联齐原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们税负水平也茼于美、 英、 德、祛、 日芍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成门国。 税割结构是指税种的组合或构成， 税种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税制钻构校式。1985年找阳各

税们l t，心分别力： 收益所得税32.4%， 国内货物税和服务税42.2%， 国际贸易税9.0%。 而同期经济合作

勹友）设组织成员国各类税比屯的平均值分别为： 收益所得税40.8%， 社会保险祝犹．S%, 门内货物和服务

祝16.8%， 国卧贸易和交易税1.3%。 我国税制结构是以货物和服务说为主体， 基本」． 山企业心长缴纳，

而经济合作勹友展组织国家税制结构以收益所得税为主体， 上要由个人直接缴纳。

小同经济体制或制度们家在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方面的经月由多方曲脱因斯致， 面引起说负水平差异

的风． 仁要原因在丁山国家职能所决定的财政支出结构差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家财政支出中纤济建设支

出所占比币远沁f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闰家， 具有建设性财政特，八。 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公1廿甘l纤挤和和对免

仪们计划广；即休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饮定了社会上义经祈堪设的个人投沪和非个人役货决笫中， 主耍

灼；
，－

l －il个人投次。[rT]相对权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决定了甘个人内政府和企业投资决策中， 飞＇览术的丁政府

投贷。 而丙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决定了经济建设更多依祚个人和介＼W投资。 社会主义曰初凡行经济建

议l驴北的财力布要， 使社会主义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水平相对仪高。

引起锐制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千， 第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贞料公有制决定了个人只

拥钉芳动月、 个贞接拥有生产资科， 个人在社会产品分配中只取得工资， 而不分享资本收益， 对个人征税

渠道较狭。 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个人不但取得工资， 也取得资本收盔， 对个人征税渠道拓宽。

第二， 口行分配方式。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依据马克思关千社会扣除此理进行，社会扣除个但包括个

人的公具产品盂要， 如国防、 行政、 文化教育， 也包括一部分北公共产品衢要， 如住房、 （吕利、 医疗， 韦

实）：这些支出既可以不通过社会扣除由个人直接支出， 也可以通过社会扣除由政府支出。 而传统休制下的

礼会上义用家选择了低工资、 高福利政策， 部分个人消费品通过社会扣除由政府支出， 个人丁资基本上屈

l l!
，

围的绵持性支出， 很少用丁储蓄、 投资的发展性支出， 从而也决定了对个人工资收入征税的可能性很

小。 尔木卞义政府支出原则上是满尼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 不包括满足私人需耍的私人商品， 个人取得的

」＿ ，飞1忱邑拈丿月」1、人i肖费的来打性支出， 也包括用丁个人积东向郘分发展性支出， ＿L飞收入相对较高，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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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工资征税的可能性'2较大。第三，计划亡理。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山家，把税收和工汝纳入直
接的计划管理，没有必要通过税收对工资和其他收入进行再调节。而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个入
工资及其他收入由市场调节，需要由国家通过税收对工资和其他个人收入进行再调节。这些因素决定了社
会主义税收主要来凉于企业，而资本主义税收主要来涌于个入。

税制结构差异的另一个持点是 ： 社会主义国家更多地形成以货物和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资本
主义国家形成以收益所得税为主休的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的差异既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同经济割
度有关。从经济制度原因看。第一，价格机制。是否选择货物劳务税作为主体税，同价格的决定及其管理
方式有关。在计划价格的条件下，税收成为配合价格，平衡产品和行业利润、调节供求的重要手段，从而
使商品和劳务征税得到比较充分发展。在市场价格条件下，价格作为传递余缺信息，平衡供求的基本手
段，客观上要求减少货物服务税对价格的于预，保持中性。由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计划价
格为主，使扩大税收配合价格调节成为必要。第二，政策目标。社会主义固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为
主体，相对集权的计划管坪体制和个人收入的按劳分配，使得税收的基本职能是筹粲资金，以满足国家发
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的财力衙耍，在合理资搅配笸、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等经济调节方面的作用较
小。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私有制，市场调节和按资分配，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税收不仅具有筹
奂资金职能，也更多地发挥在合理资陈配觉、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等经济调节方面作用。而公平收入
分配，构定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更多依靠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

（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税制比较
税收制度的差异不但在于经济制度的原因，也在千经济发展的原因。先从税负水平分析，人均GNP

是衡屋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水平的基本指标，而税负水平，即税收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经济
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见下表所示：该表是根据86个发展中国家资籵整理的税负水平和结构表，反映为税收
占GDP的比重随着人均GNP在增加而上升，全部国家平均税收比例为17.77%，其中人均收入晟低的 一组
国家税收比重为12.93%，而人均收入最高的一组国家税收比重达到22.75%。因此，税负水平同人均GNP
成正相关，即动人均GNP增加，税收占GDP比正捉高。再从税制结构分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
影响名税制结构，从下表各类税收占税收总额比正分析：所行税具有明显的税收随人均收入增加而上升的
趋势，平均为28.70%，偎低一组收入国家仅为19.68%，而最高收入一组国家达35.63%。社会保障税也
具有税收随人蚐收入增加而上升的趋势，平均为6.86%，由3.23%上升到15,64%。而对外贸易税具有阴显
的税收随人均收入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平均为30.63%，最低一组收入国家为39.25%，最高一组收入
国家为15.40%。国内货物与服务税也具有税收随收入增加面下降的趋势， 由32.28％下降到25.76%,
但在最高一类收入国家却又上升到27.40%。

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

人均GNP

（美元）

税收占GDP 厂—

各类气竺妞竺一例笠

比币％ 所丹税1国内t飞物与服务税］对外贸易税1什会保障税）财f财富税

0一349 12,93 I 19.68 32,28 39,25 3.23 2.05 

350一 849 17.54 29.55 26.19 3B.06 2.02 1.76 
850一 1699 18.16 30,29 25.76 29.47 6.74 3.04 

1700一 22.75 35.63 27.40 15.40 15.64 ．、 3.05 

未加权平均 17.77 28.70 • 27.93 30.63 6.86 2.4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税收理论〉江
经济发展对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的影响从内在原因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s
1.支出膨胀。现代经济社会的预算制度特点是以支定收，随笞社会经济发展财政支出急剧膨胀，即

文出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发展速度，要求税收收入水平相应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导致财政支出膨胀主要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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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几方而阿东： 第 －．一， 丁业化社会。 当经济＇片展进入了 ．个工炒化社会， 耍求较大柯校地 ＇艾展能i吓、 交诵
（如电力、 Ei,路、 公护各、 港口、 码头等）各基础设施， 以适丿立上业化友牲， 而友展这些基础设施史多地依
棺政府投贷。 第二， 吱市发展。 工业社会加快了扰市发展， 而城市发展取决于城市交通、 住宅、 环境等公
丿l_J对发展， 曲心叱公儿T八＇仵为公j厅品或准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投奇。 弟二， 现代文阴。 现代文阴仗
人们的布求结构发屯很大支化， 随收入水平提高， 用千维持性的， 作为满足生活数械的低妘次需求fl支出
中的比币下降， 而用j－发展性的， 作为提高生活质援的高层次需求在支出中的比心上月， 如文化、 教f八
健康， 而这些品K更多地依靠政府投资予以满足。 第匹， 人口结构。 随石人们生活质拱抸沁， 牛命们J扩，
时间肖以延长， 以及人口控制使社会人口出现老龄化结构， 增加了社会负担和政府升支。

2. 政府职能的转换。 陆石经济社会发展， 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变化，从而对税收水平和结构产占！了止l
耍影响。 在资本主义经济处丁完全竞争时期， 市场调节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政府的职责是购买公共产品满
足公共需要， 力求驻免或减少政府对经济丁预， 税收收入水平较低。 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不完令竞争或宇
断兑争时期， 市场凋节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要求政府通过税收、 支出和货币政策米调节、 干预经济，从
税收角度分析除了提高税收水平为增强政府的经济调节提供财力保证， 还必须调整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以
违应政府职能的伟换。 政府实现公平和稳定政策目标， 客观上要求增加所得税， 减少商品税。

3. 税收的叶能性。 经济发展、 工业社会和都市化， 以及制度完说为税收水平提高和结构调胪又提供
了可能。 第 一，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使剩余产品价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 税原扩大， 为捉高税收水
千提供了11I能。 第二， 「业化和邹市化。 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使生产和销售组织规模扩大， 就寸l1仗中，
悦仕扩人， I ll (ttf亡，W和个人， 支出和收入， 产品和要素许遍征税。 第三， 制度完善。 随经济 ＇友展， 管即
水『见，＇，J ， 会计制度健全与完善， 征收手段和方法的改进都为提高税收水平， 调整税制结构创选丁条件。

二、 我国税制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从比佼的角度分1升说制发展的一般规律， 目的是为进一步改邓和完诉我们悦制提供倡悠。
(-)找国税制II《儿女中和问炖
1978年以术， 找国经济体制进行了玉大改革， 形成了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休制竹征（向新｛木制。{1所有

制加折， 山ltA心（1_ --的公有制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的所布制结构。 在纾济管理
休制方面，1t1,:

、

5度仗权的计划经济休制发展成为相对分权、计划和市场结合的经祈礼坪休制。 在经济运行机
制力而， 一方曲扩大介IW自主权， 特别是企，ly投资决策权，另 一方而逐步阴憋和放开价格， 史多地发杯价
格h纾济运们中们！周节仵川。 A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力面由中一的」．＄责收入发展为门个人芳动收入为-E休，
包括纾·片和役斤收入的多种收入形式， 个人收人来加渠逍扩人、 水平捉沁i， 并卧书人。 同挔个经济体制改
,II', JIl汕权， 找川悦收制度也进行了屯大的调整和改小。 笳－ －， 协低税负水平。 适应扩大个业l,l主权I，向改，节
，均i<.， 特别坦个业在投资决策方而的权利要求， 对企业实行减祝计利们改节， 培加了个＼Iv.图利水v-''"]时
凡个人文fJ i r;'t、 艾令制度改革， 并把部1习用千个人悄费的财政性支出转为个人收入， 小个人妇l,1， 从面
崝加了个人收入。 山lt比，＇，：J企业留利和个人收入水平， 必然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I I．仰， 我国财政
收入占GNP比［i巳山1978年的31. 3％下降为1990年的18.7%， 下降了12.6个百分点。 第二， 四护税制绪
伈。 80年代伐囚说制改革中最E要的是所符税制改革， 1983年的利改税第 一 次把匡营企业实现利狙山利润
I'力，改为（止收听竹税， 心味拚确立［国营企业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 然而， 对于国盓企＼II.，是否必须征收所

廿礼！门认识分歧， 守攷了1987年的承包制， 以及税利分流的试点改单。 所丹税制的另 一个中大改革是实行
1个人所得税。80/rt-I\;找国商品税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一 方面促心向品税们征收节， 另 一方面对商品税由

个颌征收的八伟说制及改为按增伯额征收的增值税制度。 在其他税方面， 月征J
勹

形式多开证E气不问调节布
，皮的役存力向悦、 奖令税、 r资 1周节税、 ，食原税、 烧冲特别税飞行为目向税， 形成了！ ＇ ！闵品为务税为主体
(l,J f.，心制呫构。

8,)下代飞国 ，如月发革同整个经济体制玫扛已基本适应的， 但从国际税制发展内 一 殷丿见件进行比较分
仇、 民国悦制文品也存礼一些I

、

司
，

题。 第一， 税负水平偏低， 下降速度过快。 税负水平主要取决千两方面因
去， 经济制心及具有关的经济詈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80年代税负水平变化受到肋个方面的因素制
九 ·)、i1iri泣凡围扩大企业自主权为L体的经济管理体制改了， 竹别足投资主体多元化， 要求战少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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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出，增加企业留利水平，降低企业税负，另 一为面找匡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要求增加政府支出，提高

税负水平。 由千两种因素同时作用， 因此， 很难简单地得出我国税负水平下降是否属正常的结论， 而必须

具体分析。如果不考虑制度和体制原因，就经济水平对税负水平的决定因素分析，1989年我国税收占GNP的

比例为18.6％还是屈于偏高的。 维特·坦兹在为世界银行作的关千 “发展中国家税制数量特征 ” 的报告

中， 根据43个国家的样本资料得出人均GNP在850美元以下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的回归方程公式为，

总税收收入／GNP=: -16.0983 + 5.3453Log（人均GNP)。 以该经验公式计算1989年我国人均GNP为1423

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为297美元，税收占GDP的比例应为14.34%，低千实际数据4.26个百分点。因此，可得

出我国税负水平偏高的结论。但是，如果同时考志到找国经济制度、 经济体制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因素，

那么我国税负水平是偏低的。 这是由千我国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1989年约为15.6%， 而1988年发展中

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32.51%， 同时， 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分别占财政收入的14.53％和财政支出

的11.71%， 同时考虑到我国企业收入和能加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的1.62％和6.07%,

根据经验公式和同口径比较， 我国税收收入占GDP比例应在21.34％左右(51.6% - 32.51% + 14.53% 

+11.71%-1.62%-6.07%) Xl8.6%+14.34%。 从我国客观情况分析， 我国税收不但水平偏低， 而且

下降速度过快。 8 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进行了亟大改革， 适应经济体制改革， 相应地调整税负水平是必然趋

势， 但税负水平调整必须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相协调， 并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 由于80年代我国企业经

济效益下降， 企业亏损增加，价格补贴上升， 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居高不下的结构难以调整， 而税收

收入， 主要是经常性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正急剧下降， 使购政难以承受， 发生严重的赤字， 并影响到经

济的正常运行。 第二， 税制结构还不够合理。 从世界税制的发展进程和改革趋势看， 随经济发展， 人均
GNP增加， 相应地降低对商品和劳务征税， 提点对收益所得征税， 而我国税制改革却是提高对商品劳务

征税， 降低对收益所得征税， 从而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税制结构形成较强烈的反差。 我国对商品劳务征税
比泣偏高， 公司企业所得税阅比正也比牧品， 而个人所得税比卓较低， 没有建立社会保险税制度。

（二）我国税制进一步改华的政策选择

如何进一步改革、完沿我国现行税制，根本上取决千我国经济发展水半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但从税

制的国际比较角度来看， 我国税制改革需要巫视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 稳定税收收入， 适度提高税负水平。 由于我国税负水平偏低， 难以满足支出需要， 引起较为严重

的财政赤字， 并影响制约祈经济社会发展， 因此税制改革要有利于稳定税收收入， 适度提高税负水平。 第
一， 稳定企业所得税。 尽管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比巠较品， 但这是由我国公有制的财产制度所决定的， 稳定

企业所得税有利于稳定财政收入。 主要措施是把对国营企业累退征收分配方式改为比例所得税的征收分配

方式， 以避免经济发展，税收下降。 第二， 增加个人所得税。 在流转税比亟偏高， 企业所得税负担比较重
的情况下， 增加个人所得税是适度增加税收收入的主要途径。 增加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措施是在个人收入水

平提高， 收入差距拉开的前提下， 通过加强征收管理来扩大税基， 增加收入。 第三，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由千在经济体制改革， 对企业扩权放权同时， 没有相应转换国家职能，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建设支出
比重偏高。 因此， 在适度提高税负水平同时，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才能够理顺财政关系， 摆脱财政困境。

2. 合理税制结构。 调整税制结构， 合理税种配置， 提高税制效率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降低商品劳

务税。 我国商品劳务税的比重偏高， 这是由找国稳定财政收入的要求和计刘价格体制所决定的， 随着调放

结合的价格体制改革， 客观上要求加强价格对供求的基础调节， 减少税收对价格的替代调节，阵低税率，

平衡税负， 并逐步实现以增但型为基础的商品劳务税， 减少商品税对经济过程的直接干预， 更多地保持税
收中性。 第二，扩大所得税。 找国所得税比重偏低， 特别是个人所得税， 尽管同我国公有制的财产制度有

关， 但随着我国财产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 提高个人所得税将成为趋势， 但需要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主

要通过强化征收管理增加收入。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主要通过降低税率、 减少优惠、扩大税基、 公平税

负、 统一税制， 来提高税收效率， 增加税收。 第三， 整理行为税。 我国行为目的税具有税收种类较多、 税

收数额较小、 调节目的广泛、 调节效果较差的持点。 因此， 对行为税主要是合并税种、 简化税制、 提高效

率。 第四， 建立社会保险税。 同其他国家比较， 我国税制的很大缺陷是没有建立社会保险税制度。 随着我
闰工资、 就＼Iv.、 退休制度改市和社会老龄化出现， 通过税收馀从专项基金， 发展社会保胖市业成为改革的

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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