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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直接税 降低间接税”

改革进程、问题与解决办法

刘恩鹏 宋荣兴（教授）

（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 青岛 26652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着一些亟

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增加直接税比重成了业内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我国“加强直接税 降低间接税”改革的进程、问

题，运用定性分析法与描述性研究法，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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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负担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财政经济问题之

一。自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

同时，税收收入也稳步提高，但同时一些居民与企业也感

到税收负担压力过重。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

负痛苦指数”榜中，中国连续两次位列全球第二。这不仅

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对税收负担的热议，国家对此也分

外重视。

一、“加强直接税 降低间接税”的提出背景

间接税的存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

系。间接税的税负具有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和易于转嫁的

作用。在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中，因为税收来源不足，解

决财政收入只能通过对商品课税的方式进行。而为了实

现国家财政收入，间接税具有的及时、可靠和普遍的特点

恰恰能满足这一要求。据悉，我国间接税已经占税收收入

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这主要是我国经济不够发达、企业

创造的经济效益不高、税收征管能力弱、民众收入水平低

等因素造成的。从我国的税收收入结构能够看出，大部分

税收收入已经存在于商品价格之中，税负已经通过商品

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间

接税的优势渐渐显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其缺点也在日渐

凸显。

在不少国内外财政经济专家看来，这种无差别的间

接税占税收结构的主体，让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的税

负，中国税收收入结构处于失衡状态，提高直接税比重基

本达成共识。于是，近年来学术界“增加直接税比例、减少

间接税”的呼声不断。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顺势提出

“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这为今后

一个阶段的税收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最近的两会中，

李克强总理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切实

抓好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对此，逐渐建立结构优

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来调整与

优化税收负担结构是关键所在。

二、遇到的相关问题与分析

（一）税制改革国家宏观层面遇到的问题

1. 国家刻意忽视直接税而偏爱间接税的原因。①间

接税的征收对象比较广泛，一切的商品和劳务几乎都可

以作为征税对象；税收收入的实现只要是商品和劳务售

出。我们可以看出，保证财政收入是间接税的内在功能。

②消费者主要承受间接税的税收负担，有利于政府引导

控制消费和增加储蓄。③间接税的核算与征收方便简单，

采用比例税率就可以实现税收目的，完全不需要考量纳

税人的具体情况。

间接税利于财政收入及时征收、省时省力，与此相反

便是直接税的劣势，而遇到的问题多为技术性难题，考验

改革者的智慧：①较重的直接税纳税负担对纳税人来说

受到直接冲击，从而产生较大的税收损失，容易引发逃

税、漏税等问题。②直接税对征税有较高的要求，征收方

法也较为繁琐复杂，还需要专业人员具备较高的核算水

平和管理能力。

2. 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方面，间接税不能体现

现代税法税负公平原则。间接税使得为国库收入作贡献

的主体成为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增加了低

收入者的纳税负担，加大了社会总体的“税收痛苦”程度，

并使得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异不断扩大且居高不下。笔

者认为，目前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在我国少有；增

值税、营业税进行收入分配的作用不显著；个税本应发挥

的“抽肥补瘦”的再分配功能却没有体现。这极大地影响

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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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制改革企业与个人微观层面遇到的问题

我国这种税收失衡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税收负

担的不断加重。对企业来说，只有销售出去产品才能从消

费者手中获得增值税的税款，这必然会产生占用企业资

金的问题，进而可能使企业的生产周转产生问题。同时，

增值税对物价的提升、对产品的销售也有一定的影响。另

外，增值税征收不与企业利润挂钩，只要销售产品就要交

纳，让正在亏损的企业很难翻身，对新建企业的发展也会

产生较大阻碍，因为企业创办初期主要是投入，一般不会

产生利润。而作为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如果加强直接税的

缴纳，其纳税额度定会增加，逃税避税的问题也会相应出

现，如何监管也是一项大难题，但相对国家和个人层面阻

力较小。

对于底层收入者而言，直接降低间接税后，生活必需

品的价格会相应降低，生活必需品消费就会相应减少，剩

下的收入会让其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其幸福指数势必

显著上升。改革对于相对低收入人群来说是受欢迎的；对

于中等收入人群来说，总体税负应该是均衡的，中等收入

人群的总体税负不会有太大变化。增加直接税的征税对

象首先是高收入者，以消费税为例，对于富人来讲，伴随

着消费税的改革，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其间接税可能上升，而直接税会大幅度上升，其税负会加

重。相对降低高收入者的税后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缓和

社会矛盾，充分运用直接税的再分配能力。

税制改革对个人来说，对加强公平有显著的作用，然

而为实现公平必定动摇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根据“二八法

则”，世界或国家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与权力，由百分之二

十的人掌握，进行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受到来自既

得利益者们的阻力必定是巨大的，其阻力甚至大于国家

层面遇到的技术实施难题。所以对于国家领导者来说，有

多大的魄力推进改革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加强直接税 降低间接税”改革的方向与建议

（一）优化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进行结构性减税

“加强直接税 降低间接税”对实现社会公平、拉动消

费和再分配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具体的优点有：①直接税

的税负具有较难转嫁的特点。②采用累进结构的直接税

税率，能够使税收收入富有弹性，可以在国民经济的剧烈

震荡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平抑。③作为发挥主要作用的

直接税中的所得税，按现行的征税方式和标准，根据纳税

人的生活现状预设各种扣除制度等，保障个人的基本生

存权利，对于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明显

的调节作用。

在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政府应首

先考虑整体减税，为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税收环境，使企

业能够生存并发展下去。政府应在整体减税的思路下，在

增加直接税比重的同时，适度降低间接税的税率和比重。

（二）房产税和遗产税的改革

在不少专家看来，如今房产税、遗产税等各税种正在

或者即将进行的试点预示着中国税制的重大变革——由

间接税为主导转向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改革。贫富差距

的不断扩大已经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之一。

开征房产税、资本收益税，引入赠与税和遗产税，对于收

入再分配的公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地

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在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背景下，

实现这一目的又有很大难度，不能一蹴而就。税制改革的

具体方向从遗产税和税房产税的征收来说，也是健全地

税体系、稳定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举措之一。

（三）积极推进税收立法进程，完善治税体系建设

1. 改进完善税收实体法。将相对较为成熟的细则规

定和税收条例及时纳入税收立法之中，逐步提高税法的

法律层级；在法律法规的制度框架下进一步完善税收政

策的制定。

2. 对税收程序法进行修正和完善。从保护纳税人权

益与加强征管权力的原则出发，推动税收征管法、发票管

理办法等修订工作。

3. 进行高效的税收管理体制建设。通过利用计算机

网络互联及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实现信息的共享、资源的

共用，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征管机构，推进税收机构体制

和管理的扁平化，提高监控的时效和范围，提高管理效

率，降低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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