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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再带动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加，而2007年，在印花税和通货膨胀效应的影响
下，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48177.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5%。全年财政收入预计超过5.1万亿
元人民币，增收1.2万亿元人民币，增速高达31%。根据国家统计局1978年以来的财政收入的数据，这
个速度已经超过1978年的29.5%和1994年的24.8%，创下改革开放30年来财政收入增速的最快纪录。增
长1.2万亿元人民币既超出了大家的想像，也超出了财税官员的预测。透过热烈的现实，我们应该反思
现行的财税战略。 
超常规增长有多种原因 
说起2007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当然主要得益于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
效益提高和收入征管加强。据专家测算，包括印花税增收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在内的特殊因素只能够
占据整个增速的1/4，即扣除特殊因素之后，增速有可能只有31%的3/4，大约24%。可即便如此，财政
收入的增速仍然算得上是超常增长。扣除特殊因素后24%的增速也创下了自1993年以来的纪录，而且超
过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28年的增速。 
通货膨胀应是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另一重要原因。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可能超过4.7%。由于
财政收入是按照现价计算的，而GDP是按照上年可比价格计算的，如果将GDP换算成可比价格有可能还
要增加3%～4%，达到16%。  
除了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拉动之外，结构和效益也是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国民经济税率相对较
高的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渐提高。此外，企业效益的大幅度提高也增加了企业所得税，2007年央企的
利润有望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税负高低争辩激烈 
中国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引发了总体税负水平高低的争论。此前，曾有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
计司相关官员撰文表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不论是否含社保税，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都低于大部
分发展中国家，但是同时也承认，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大幅上升。不计算社保税，中国的宏
观税负大概在15%左右，如果计入社保税之后大概在20%左右。 
然而，国内的学者们对此并不认同，认为要比较宏观税负首先应该进行口径上的统一。在进行同口径
比较时，中国的宏观整体税负超过30%，远远超过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税负偏
重。其次还应该将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在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基本上是政
府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中国的政府收入来源比较分散，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包括预算外的收
入，这部分收入主要由各种政府行政收费等构成，还有制度外的收入，即缺乏相应规定的乱收费，以
及社会保障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再加上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曾经一度超过
政府总收入的50%。根据这个计算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至少超过了30%。处于30%到35%之
间，而且由于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以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增收，宏观税负水平在以每年1～2个百分点上
升。如果将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都包括在内，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30%到40%之间。 
调节作用难尽人意 
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是稳定物价，特别是在通货膨胀形势较为严峻的现实面前，稳定物价对中国
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改善民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此轮通货膨胀不仅物价涨幅创10多年的新高，而且最初由食品价格推动的物价上涨目前已经发展到工
业品出厂价格（PPI）和服务价格同步增长，并正在向能源、劳动力、资产价格方面扩大。受油价上
涨、工资收入增加、节能减排、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的影响，2007年的物价水平还可能继续走高。CPI与
PPI的联袂走强，表明通胀长期化风险加大。在这种物价形势面前，财税政策无疑要担负着重要的责
任。但从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财税政策并没有充分发挥其调节经济结构，缓解收入差距的作
用。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社会收入差距加大，通货膨胀抬头，这些问
题的存在和不断加重，不利于民生和社会和谐。财政支出要以关心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以调
节社会收入分配为中心、以社会转移支付和福利支出为主。从当前财政的支出结构来看，农业、教
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的投入比例还比较低，致使这些部门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成为
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 
改革更显迫切 
对于中国宏观税负的判断是制定财税总体战略的重要前提，对此判断不同将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财税战
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恰恰是“中国总体税负水平偏低没有减税空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延误了新税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使一些已经形成共识的税制改革措施推进比预想的慢的主要原
因。 
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例，早在2003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就公开表示，“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的时
机已经成熟”，但迟至2007年才完成立法，对于两法合并之后减税因素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的疑虑，
是其中一个不小的原因。当前增值税改革在东北三省试点之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于财政收
入减少的担忧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增值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收品种之一，2006年增值税收入占据税收
总收入的比重达到45%。 
宏观税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指标，从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应该对现行的财税战略进行反
思，考虑转变这种高增长的态势。 
首先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科研费用，税收政策必须为
创新留下空间。其次，中国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将来要开征社会保障税将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
现在税负水平过高，将来社会保障税将难以承受。而收入分配更是当前许多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如
巨额顺差、内需不足、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环境和资源能源问题等，当前已到了进行收入
分配改革、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的时候，高税负不利于企业提高职工工资。虽然当前对宏观税负水平
仍然没有定论，但是不能将宏观税负水平偏高作为减税的必要前提，即使没有形成中国总体宏观税负
水平偏高的共识，中国也应推进减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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