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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

分会场（Ⅱ）会场五：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

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 9 月 6-7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本次专题研讨会以“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为主题，围绕加

速开放的中国、中美关系再定位、英国脱欧与欧盟前景、中国经济的韧性

与高质量发展、全球创新合作、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数字经济下的机

遇与挑战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进行探讨。

本节讨论的题目是“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中国财政科学院院

长刘尚希、香港大学教授陈志武、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

家刘以雷、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

刘尚希提出，减税降费要着力发挥好引导预期的作用。总体上看，有

三种类型的减税降费。一是扩内需的减税降费，二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

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从我国当前的经济走势与社会预期分析，通过

实施稳预期型减税降费来实现“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是非常关键的。

他认为，企业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大，将影响结构转换。当前经济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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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主要还是结构性原因，要实现这种结构性的深度调整，还是要依靠市

场主体的活力，政府只能发挥引导、助力作用。微观主体的活力越强，调

整就越快，经济就会触底甚至回升；微观主体活力越弱，调整就越慢，经

济下行延续的时间就会越长。但是，在这种结构性转换的过程中，微观主

体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面临各种风险。

因此，稳预期的减税降费，才能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微观主体面临各

种各样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都是企业无法防范化解的，这就变成了预期

不稳定。通过减税降费，可以对冲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降低企业的短期风

险和长期风险。当前从税基减税转到税率减税，从过去的特惠式改成普惠

式减税，理论上更有利于稳定企业的未来预期。

他强调，从短期观察，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但

从整体看，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

表明经济下行态势没有得到遏制。因此，企业预期不稳仍是最突出的问题，

是经济下行的主因。如何增强信心，进一步稳定企业预期，是当前宏观政

策，也是减税降费政策完善的方向。

在此基础上，刘尚希建议将政策与改革结合，形成整体的预期引导效

应。仅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来说是不够的。减

税降费要结合政策、税收制度、征管制度、社保制度、征缴制度等来综合

考量，形成整体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形成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正

确预期，防止市场产生认识偏差和误解。此外，稳预期不仅要考虑市场预

期，还要关注如何稳定地方政府的中长期预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收

入划分、地方税体系健全、可持续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改革都是难题，在这

方面需要有前瞻性的考虑，加快启动相关改革，改善地方的中长期预期。

陈志武从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当前减税降费的成

效，指出减税降费还有空间，但下一步减税降费应同步考虑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最终落脚点还是治理改革的问题。

他提出，中国的减税降费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今年

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长 0.9%，尽管很低，但仍表明企业和公众的税务负担总



3 / 6

体没有减少。从历史视角分析，1866 年乾隆中期，全国财政收入是 4900

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北京 200 万个工匠的年收入。从国际视角看，2018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 3.3 万亿美元，加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

入大概为 7万亿美元，去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4.6 万美元。因此，去

年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于1.6亿美国人的年收入。中国的情况是，

1995 年，以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基数计算，当年财政收入相当

于 1.5 亿中国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而 2018 年的财政收已经相当于 4.7 亿

城镇居民年可收入。从这些数字来看，减税降费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钟正生指出，减税降费有三个新情况。一是制造业企业减税降费，落

实情况比企业年初预期要好。（1）2019 年企业人力成本的压力是最突出

的，税费负担并不是企业的核心关切1。45.4%的制造业企业认为 2019 年

人力成本上升压力最大。（2）2018 年受益于政府减税政策（主要是增值

税下调 1个百分点），企业税费负担确实趋于下降。企业对税费、尤其是

社保“明降实升”有着切实担忧。二是中美贸易冲突下，出口退税可做进

一步有针对性的调整。2018 年基于两次调整目录，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如

下：（1）增加退税产品的全部出口比重较高，退税率提升形成的实质优

惠幅度较大。增加退税产品在中国出口中占据超过半数，且退税形成的实

质优惠幅度较大，隐含了较强的提振出口诉求。（2）增加退税产品的对

美出口占比偏低，在美征税清单中的产品比重也相对较少。（3）两轮合

计退税金额可能超过 600 亿元，增加退税负担 4.5%，对税收平衡的影响有

限。三是发展高质量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抵扣仍有空间。今年上半年，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 50%提升到 75%，新增减税 878 亿元，加上

原有政策，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共减税 2794 亿元；享受高新

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的企业数量达 5.27 万户，同比增长 8.88%，减免企业所

得税 1900 亿元。重点税源企业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20.6%，在比

去年同期提高 4.5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上半年比一季度又提高了 2个百分

1数据结果来自莫尼塔研究联合中国工业机械联合会开展的 100 家制造业企业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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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刘以雷指出，减税降费是应对经济下行的当务之急，也是赢得未来发

展的主动之需。从外部看，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趋缓，美国的大幅度加税

加之地缘政治不稳定，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

因素上升。从内部看，我国经济运行、财政收支均面临较大压力。

他强调减税降费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还存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一

是高强度、大范围的减税降费与财政支出缺口之间的矛盾；二是减税降费

的政策效果和企业的主观感受不一致。部分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和国家政

策目标预期还有差距。三是税制本身不完善对市场激发主体作用还有一定

的限制。

他建议，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二要推动轻费与减税的联动，推

动企业实质性减负，增强企业的获得感；第三，经济和社会发展实体情况

要相适应，提高减税降费的政策效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朱美丽；校对：李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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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

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

的对话平台。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旨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进一步向国际社会

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和措施；加强合作，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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