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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减税降费需持续，合理之处应考虑通过立法确定下来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勇 
 

 

    2019 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中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且强调加力提效。2019

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近 2万亿元，比 2018年的 1.3万亿元增加很多。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财

政支出总体上看却很难压缩。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与养老保障相关的支出还有进一

步扩大的必要。压缩一般性支出有一定效果，但考虑到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本身就处于较为紧张

的现实，支出从总量上看能维持就已相当不错，也就是说，压缩支出在现实中能够表现为支出增

速幅度小就难能可贵。实际上，从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内在要求来看，政策的扩张性一方面

表现为减收，另一方面就表现为扩大支出。 

    财政压力与宏观经济状况关系密切。2019 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

为 6.4%，第二季度为 6.2%，上半年 GDP为 6.3%。第二季度所遇到的困难整体上多于第一季度。

6月份经济有些积极因素，经济增速虽在年度预计区间之内，但下半年仍有一些挑战。 

    根据 2019 年的预算安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2500 亿元，增长 5%。也就是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率至少要达到 5%，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计划执行的条件下，财政正常

运行即可做到。从上半年财政收入走势的变化来看，财政收入压力逐月增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2月累计，同比增长 7%；第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长 6.2%；1-4月份累计，同比增长 5.3%；

1-5月份累计，同比增长 3.8%；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长 3.4%（低于全年预算收入 5%的增速，2018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0.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逐月回落，4 月份收入累计增速略超年度预计增速，从 5 月份开始，

财政收入压力显著表现，6月份财政收入压力不减反增。1998年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

制形成，财政收入负增长极为罕见，可见，收入负增长充分说明减税降费政策已充分发挥作用。

尽管一般来说，减税降费不一定意味着收入绝对数的下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和收费基础扩

大，在税率下降或其他减免税措施实施时也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但是，目前的财政收入状况

说明了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超过了以往年份，说明减税降费是实实在在的。 

    上半年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10.7%，超过 2019 年预算所设定的同比增长 6.5%。上半年，

支出增速却超过预算。 

    为此，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财政压力有相当部分是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的结果；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财政的正常运行，并进一步优化相关财政收支政策。中国正在加快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理应与财税改革相互协调。当前所推行的减税降费政策就

是与现代财政制度所要求的政府收入体系改革所要求的一致。 

    减税降费近 2万亿规模中 70%是税收，而税收的重点又在增值税。5月份之后财政收入明显

下降，很大程度上与 4月 1日起增值税大幅度减税，特别是 16%的税率直降 3个百分点有关。国

内增值税 1-2 月份同比增长 11.3%；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10.7%；1-4 月份同比增长 12.4%；1-5 月

份同比增长 6.8%；上半年同比增长 5.9%。5月份之后，国内增值税收入持续下降。增值税减税与

三档并两档的改革与现代增值税税率档次少的要求是一致的，这样的增值税才能更好地发挥中性

作用。增值税减税最终应该要形成相对比较合理的稳定税负，并通过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 

    个人所得税收入上半年同比下降 30.6%，是重要税种中下降幅度最大的，这与以减税为中心

的个税改革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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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税降费之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上升需要重视，特别是其中的部分收入如

特定企业的利润上缴或资产变现收入，不具有可持续性。减税降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短期内所

承受的财政压力，部分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次性收入来加以化解。通常来说，减税降费应该换来更

快的经济增速，或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经济增速下滑不会那么快。减税降费效率不一定持续

递减，因部分减税降费政策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更好发挥作用。例如，2016年 5月 1日就开

始实施的增值税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只有在企业有新增不动产时才能享受到减税的收益，

但在经济下行时或企业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很可能不会有新增不动产，这样，短期内企业不一定

受益于这样的政策，但一旦经济回暖或企业进入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减税收益就可能倍增。当

下减税降费政策需要特别注意这种可能的政策合力效应，以避免政策的过度调整。同时，减税降

费政策要持续进行，合理之处应通过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