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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从优化税收结构、增强税收透明度和推动绿色税收政策三个方面展开讨论。首先,分析

增值税改革和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探讨通过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纳

税人权利保护提升税收透明度的措施；最后,重点介绍环保税的实施和碳税的探索与应用,探讨如何通过

税收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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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from three aspects: optimizing tax structure, enhancing tax transparency, and 

promoting green tax policies. First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value-added tax reform and adjustments to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personal income tax on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 explore measures to enhance tax 

transparency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rotection of taxpayer 

rights; Finally, the focus 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arbon tax, exploring how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tax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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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使世界各国将实现社会包容作为一项重点政策。

在新冠疫情危机中,许多国家的贫困群体都受到了重创,包括遭

受失业、收入下降、健康受损等,但一些较富裕群体的状况则相

对较好。作为应对,各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实施了有力干预,旨

在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扭转不断迫近的贫困和不平等的上升

趋势。为支持包容性经济复苏,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1 当前中国财政状况概述 

近年来,我国的财政状况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一方面,

经济持续增长和税收收入增加为财政状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

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等因素也

对财政可持续性提出一定的挑战： 

1.1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 

调查显示,我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GDP)不断上升,这为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GDP达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5.5%。税

收收入也随之增加,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21万亿

元,同比增长6.2%[1]。 

1.2主要税收政策 

1.2.1增值税改革 

“营改增”政策：自2012年起,中国逐步实施营业税改为增值

税的改革,这一政策不仅简化了税制,还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2016年全面推行后,增值税成为中国税收体系中的主力税种。 

税率调整：2019年,国务院将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

16%降至13%,将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的税率从10%降至9%,以减

轻企业税负,激发市场活力。 

1.2.2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实行15%的优惠税率。这一政策旨在鼓励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

争力。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自2019年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小微企业,减按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额在100万元至300万元之间的部分,减按10%的税率征收。 

1.2.3个人所得税改革 

2018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并

引入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如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

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等,减轻居民负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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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为进一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自2015年起,国家推出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特定项目的融资,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的新增。 

2 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 

2.1公平性原则 

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原则为该政策的基础,是保障税负分配

公正与合理的关键。具体来说,公平性原则包括纵向公平和横向

公平两方面。纵向公平指的是按照纳税人经济能力的不同,采取

累进税率,即收入高者应承担更高的税负。例如,中国的个人所

得税实行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从而实现对高收入群体

征收更多税款,以减轻低收入群体的负担。 

横向公平则强调具有相同支付能力的纳税人应承担相同的

税负。例如,对同等收入的企业或个人,税收政策应避免差别对

待,确保税负公平一致。因此,为实现此目标,我国在税收政策设

计时,注重统一税制,避免区域间和行业间的税收差异,努力实

现公平税负[3]。 

2.2效率性原则 

效率性原则是指,最大程度减少税收对经济行为的不利影

响,并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具体来说,此原则包括： 

第一,税收制度需简明易行,以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和纳税人

的遵从成本。如,我国近年来通过税制改革,简化税目、税率结

构,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报税负担,提高税收征管效率。2018年实

行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虽然增加了一些操作复

杂性,但总体上简化了税收计算过程,提高了税收透明度和公

信力。 

第二,需求政策应避免对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产生过多干

扰。例如,适度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可有效激发企业

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此过程皆在降低企业成本,

激发市场活力。 

第三,需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此保障可适应社会经济市场

以及形势的变化。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政府可以通过减税

降费措施,增加市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

经济复苏。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政府出台的税

收优惠政策,包括减免小微企业增值税和延期缴纳税款等,有效

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支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4]。 

2.3简便性原则 

简便性原则需基于简明易行的基础,进一步降低纳税人的

遵从成本和税务机关的征管成本,以提高税收政策实施效率。 

第一,推进多项税制简化改革。例如,增值税简并税率,从之

前的四档税率简化为三档,并进一步减至两档,以此简化企业的

税收计算和申报流程。 

第二,税务机关应当提供便捷的税收服务,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减少纳税人办理税务的时间和成本。我国通过“互联网+税

务”战略,推广电子税务局,实现了在线申报、电子发票、网上

支付等功能,使纳税人可以更加便捷地履行纳税义务。2021年推

出的“个人所得税APP”极大地方便了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和专项

附加扣除信息的填写。 

第三,简便性原则还要求税法条款应尽量明确,避免模糊和

歧义,以减少税收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可明确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规范

税收征管行为,提高税法执行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3 税收政策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3.1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税收政策可以通过调节企业成本,影响其投资决策。

例如,我国政府自2019年起将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

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据统计,2019年

减税降费政策共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超过2万亿元,以此支持经

济发展趋势。 

其次,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建议从居民收入开始,针对个人

所得税,起征点和税率调整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例

如,2018年中国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

元,并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如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减轻

了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加了消费能力。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同比增长8.0%,税收政策的

调整为消费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持。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应进一步通过激励机制促进其创新与

升级,如15%的优惠税率,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

步。2019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20万家,同比增长

12.5%,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增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5]。 

3.2税收政策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首先,从累进税制进行分析,此税制为实现我国社会公平的

关键,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即收入越高,适用的税率

越高,体现了“多赚多缴,少赚少缴”的原则。2018年个税改革

将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并设立了3%、10%、20%、25%、30%、

35%和45%七档税率,进一步增强了税收的纵向公平性。据统

计,2019年个税改革后,全国个税收入达到1.22万亿元,同比减

少25.1%,减税效果显著,有效减轻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 

其次,针对税收优惠政策,其在进一步缩小区域和行业差距

方面,可针对中西部地区和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西部大

开发战略下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帮助这些地区和行业获得

更多发展机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据统计,2020年西部地

区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收超过1500亿元,以此推动区

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4 基于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 

4.1优化税收结构 

4.1.1增值税改革 

自2012年启动“营改增”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将营业税并入

增值税体系,以消除重复征税,提高税制效率。2016年全面推行

的增值税改革,标志着中国税收制度迈上了新的台阶。2019年,

中国将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将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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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等行业的税率从10%降至9%,并保持6%的低税率不变。这样

的调整不仅减轻了企业税负,也提升了市场活力。数据显

示,2019年增值税减税政策为企业减负超过1万亿元,有效促进

了经济的平稳增长。 

此外,通过退还部分行业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政府进一步减

轻了企业资金压力,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起到一

定的支持作用。2020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覆盖范围扩大,退

税金额达到4500亿元,以此改善企业现金流的情况。 

4.1.2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调整 

在企业所得税领域,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减免税措施,尤其是

对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幅度持续提高,一家科

技公司享有税收优惠,推动公司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技术革新,

根据数据分析,去年同期,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创新型企业获得税

收减免超出2500亿元人民币,显著增强了公司的研发能力和市

场竞争水平,另外,中小型企业税收减免政策持续得到优化,自

2019年开始,面向年营业额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商户,按照

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推动了

其未来发展。 

个人所得税方面,2018年的个税改革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

一次调整,本次税务方针调整方案将个人所得税免税额从3500

元提升至5000元,同时推出子女培育支出、成人培育支出、重大

疾病医疗费用、房贷利息和租房支出等相应的扣除项目,显著减

轻了居民税负,据会计部门数据,于2019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总计

减少税收超额3100亿元人民币,可增加居民可用于支配的收入,

刺激了消费欲望,推动了经济增长。 

4.2增强税收透明度 

4.2.1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首先,我国税务部门依托信息技术,建设出全国统一的电子

税务局,电子平台可完成纳税申报、缴税、发票管理等全过程的

在线处理。其次,实施税务稽查“双随机、一公开”机制,进一

步增强税收征管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双随机”指的是随机抽取

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检查人员,“一公开”指的是检查结果公

开。2017年,该机制在全国推广后,税务稽查的规范性和透明

度得到了显著提升,有效遏制了税收腐败现象,提高了税收征

管的公信力。 

最后,推行“放管服”改革,简化税收征管流程,可达到精简

办税手续的效果,且可取消不必要的审批事项,优化纳税服务,

提高了税收征管的便捷性和透明度。2018年,我国税务机关取消

了20余项涉税事项的审批和备案要求,进一步减轻了纳税人的

负担。 

4.2.2纳税人权利保护 

针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首先需明确其权利与义务,结合我

国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如,纳税人有权了解税法规定、税务

处理决定及相关依据,有权对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提出异议和

申诉。此规定可为纳税人维权提供法律依据,增强税收征管的透

明度。其次,需建立纳税服务体系,提升纳税人的满意度。税务

部门通过设立纳税服务大厅、开通12366纳税服务热线、建立网

上办税平台等多种渠道,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4.3推动绿色税收政策 

首先,环保税的实施可明确税收对象、税率。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环保税的征收对象包括向环境排放应

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主要涵盖大气污

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物四大类。税率的确定

遵循“税负平移”原则,即环保税额原则上与原排污费持平,但

各地可根据环境保护需要在国家规定的税额幅度内自行调整。

如,大气污染物的税额标准为每污染当量1.2元至12元不等,具

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其次,还可通过

税收手段,环保税促使企业内部化污染成本,激励其采用清洁生

产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 

5 结束语 

综上,增值税改革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有助

于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纳税人权利保护,能够提高税收征管效

率,增强税收的公信力和透明度。环保税的实施和碳税的探索与

应用,则通过经济手段有效促进了污染减排和低碳发展,为环境

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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