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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

“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
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让鹅少叫。”

如果只关心拔了多少鹅毛，而不
去考虑鹅的叫声，更不考虑是不是合
理拔鹅毛，那么将是危险且不负责任
的。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推出的结

构性减税路线图，对提振中小企业将
起到积极作用，体现了我国税制在不
断改革和完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目前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税
收压力比较大，特别是营业税、增值
税，路线图的推出将会受到中小企业
的欢迎。

12月 25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在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阐释
了明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
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
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
取得新成效。

结构性减税提振实体经济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阐释了明年完善

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

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即将结束的圆园员员年，中国税改大幕开启，其中最能触动公

众“税感”神经之一的，就有“房产税”。
圆园员圆年，房产税改革何去何从？

圆园员圆年继续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圆园员圆年要继续推进

“房产税改革试点”。今年员月圆愿日，上海、重庆作为全国首批城
市启动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一年来，房产税改革试
点成效如何？

日前从重庆市财政局了解到，重庆今年房产税起征点是
怨怨源员元辕平方米，满足征收条件的高档商品住房共有愿缘远猿套，其
中独栋别墅猿源园园余套。预计今年征收房产税可达员亿元。
“这一数额，与此前预期征收数额基本吻合，所收房产税

将作为保障性住房的补充资金，全部用于公租房建设。”重庆
市财政局副局长何志明表示。

根据试点方案，重庆市房产税主要对高档商品住房征收，
具体是对存量和增量独栋商品住宅征收，税率在园援缘豫至员援圆豫
之间，共分三档。在员月圆愿日之前购买的存量独栋商品住宅可
享受员愿园平方米免税面积，新购独栋商品住宅可享受员园园平方
米免税面积。

与重庆主要针对高档、别墅征收，同时存量增量均包括在
内不同的是，上海主要针对新增一般房产，将人均远园平方米作
为起征点，采取累进税率，人均面积大、房屋价值高的房屋税
率就越高。截至今年苑月，上海认定应征房产税住房共7000多
套。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副局长胡兰芳表示，房产
税试点以来，总体运行平稳。

在房价方面，今年重庆和上海两地高端房地产市场，都表
现出松动迹象。何志明表示：“房产税试行以来，重庆高档楼盘
访客量下降了猿园豫—缘园豫，高档商品住宅成交量下降了源个百
分点，抑制了投资和投机性消费。”

有业内人士认为，房产税改革试点近一年以来，上海、重
庆两地税收总额和打压房价方面效果并没有预期明显。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不能从当年
税收多少和房价是否急速下跌来判断两地试点成效。房产税
改革试点，体现了市场经济要运用规范的经济手段进行间接
调控，而经济手段里税收是不可忽略的政策组合工具。

贾康表示，在上海、重庆这样的发达地区，房产税最重要
的任务，还不是筹集财政收入，而是要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
但未来它的财政支柱属性将逐渐显现。

房产税应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

一年来，针对房产税争议不断，中国为什么要收房产税？
何时开始全国推广？一直是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房产税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贾康此前曾多次在公开

场合表示，一是有利于增加直接税，填补财产税收领域空白，
是中国税制合理化的必要环节。二是房产税改革有利于地方
税收体系建设、解决地方稳定财政收入来源。三是抑制房价，
确保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四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抑制两极分
化。 （下转第八版）

房产税改革
稳中求进
侯雪静何雨欣 徐旭忠

路线图的实施可以大大推动自
主创业和新型创新企业的发展。周德
文认为，“企业刚起步，比较艰难，此时
苛以重税，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没有
实力再去创业和创新。”因此要先鼓
励创业，放水养鱼，让这部分企业不断
壮大，之后再逐步增加税收，这样才会
符合企业增长规律。

周天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周
天勇表示，“我们要本着这么一个精
神，就是这么多的制造业和企业、这么
多的小微企业，在承担政府各种税负
的情况下能不能生存、能不能有创业
的积极性、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生存、
有创业的积极性、能发展、有就业，这
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如果因为我们的
税收负担，小微企业都倒闭了，制造业

都不能干了，我们的就业都没有了，这
肯定是不行的。这说明，我们的税制
是不合理的。”
“小微企业总体而言税负偏高，在

国外小微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基本
都是免税的，因为它们的主要任务是
解决社会就业，减轻就业压力，就已
经是在为国家做出贡献，国家就应该
解决这部分企业的负担。”周德文告
诉记者，我国的税制改革都应该充分
体现到这一点。从长远看，应更多向
小微企业倾斜，减轻小微企业的税收
压力。

有观点认为，结构性减税不应只
是临时性举措，更应成为一项基本和
长期的财政政策，并进行相应的“顶层
设计”。这需要克服部门利益阻力，从

总体上对税制进行完善和改进。
逐步地推进税制改革，对中小企

业的负担也将逐步减少，希望国家税
制能够逐步完善。周德文认为，国家
税制改革也不宜过快，循序渐进是最
好的办法。
“减税肯定会增加政府的压力，但

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生活
得更好，特别是‘十二五’规划提出，要
长富于民，这些是改革的方向。”周德
文表示，即使财政增加些压力也是必
须的和应该的。政府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作为自身降低费用，中国国家行政
费用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了，政府应
该自身挖掘潜力，才能够更好地开源
节流，企业是纳税的主体，财富的创造
者，减轻负担才会放水养鱼，更有利于

企业发展，同时带来更多的税收。如
果一味地打压企业，企业被压得透不
过气来，纷纷倒闭，何谈税源。因此，地
方政府面临一些压力并不一定是坏
事。

贾康建议，明年继续实行积极的
财政政策，需要继续把结构性减税工
作做稳做好，这应当成为长期的政策
重点。政府应为实体经济营造更多的
发展机会和更加宽松良好的环境。在
财政支出安排上，应继续加大民生领
域投入，落实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提升居民消费
信心。同时，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努
力降低行政成本，继续从严控制党政
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和“三公”
支出等。

今年以来，面对我国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中央
高层多次强调大力推进结构性减
税，为企业减负。10月份出台的扶持
中小企业的政策举措中，就上调了
中小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额，
同时将中小企业“减半征收”的政策
延续到 2015 年。

资料显示，目前，中小企业占全
国总企业数量的 99%，上缴的税收占
全国税收的 50%以上，贡献 GDP 占
全国总数的 60%以上，创造的就业率
占到全国 75%以上。由此可见，中小
企业在繁荣经济、扩大出口、增加就
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中小企业所面对的压力一
直是沉重的。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
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直言，整个宏观
税负确实很重，江浙、广东特别是浙
江的一些小微企业，确实生存很困
难。

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已经是一
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日益引起全社
会的关注。正如媒体所总结的，即将

过去的 2011年，无疑是实业老板们
的心脏备受考验的一年：“用工荒”、
“钱荒”、地下钱庄、民间借贷风波、
“跑路潮”……实体经济难做、实体经
济“空心化”的警觉之声屡屡传来。

一名企业主如此感叹：“大约
58%的利润缴了税费 ! ”统计显示，我
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为 2.9 年，每
年倒闭 100万家。这与欧美国家的企
业寿命动辄 10 多年乃至数十年相
比，差距太明显。

国内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一般都
很困难？在周天勇看来，社保税率提
高，再加上增值税，中小企业承受不
了，90%的企业如果不偷税、漏税肯
定会倒闭。他认为，在增值税率不降
低、小微企业的税收不降的情况下，
如果加强征税的法制化手段，对一
些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包括一些
服务业，将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如
果最后把制造业都收跑了，那么所
实行的税制将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自 2008年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结构性减税”就一直是中

央确定的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政策
措施之一。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更
是采取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同时，通
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企业增值税
转型试点等措施，减轻企业和民众
的税负。
“作为个体户，我们一直盼着国

家减税，今年好多减税政策都有我
们的份！”浙江宁波做皮革生意的个
体户赵老板告诉记者。

9 月 1 日起，国家调整个人所得
税，在提高工薪收入费用扣除标准
的同时，也调整了个体户经营所得
税率表，减轻了个体户的税负；两个
月后，11 月 1 日开始，国家大幅上调
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由原来月
销售额 2000 元一下子提高到 5000
元—20000 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政策落实的
滞后让部分老板感到有些着急。温
州一皮具公司朱老板直言，国家政
策下发落实到企业相对有些慢、过
程有些长，眼下是中小企业最难熬
的时期，希望相关政策能尽快落实

到企业。
赵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宁波

是按最高上限 2 万元调的，也就是
说，如果月销售额不到 2万元的话，
就不用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了。“把
这两项加起来，每年可以少交几万
元的税”。

自 2004 年以来，我国就一直在
进行结构性减税，即部分税种减税、
部分税种增税。不过，过去几年的结
构性减税并没有能够阻止财政收入
的高速增长。结果是财政收入所占
GDP 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15.7%一直
攀升到 2011 年的 22.8%。这 9 年时
间总共提高了 7.1个百分点，其中没
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
“尽管与中小企业所期望的大幅

度减轻中小企业税收有一定的差
距，但是总体说还是可以切实解决
中小企业一些负担，还是有实际效
益。”周德文认为，如果按照步骤全
部实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
的税收压力将下降，能够切实解决
小微企业的税收压力和费用。

2011年可以称之为“减税年”，而
2012年或将是“完善年”。

作为 2012 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
一项重要内容，谢旭人指出，2012年
我国将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增加
能源资源产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
件进口。

从 2012年 1月 1日起，对我国进
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将对 730多
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平
均税率为 4.4%，比最惠国税率低 50%
以上。

专家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部分国家减少进口的背景下，中
国这一扩大进口的减税举措，有助于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消费。

专家同时指出，国内部分进口商
品价格高于境外，已成为当前相关产
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如果说以前的较

高关税对保护国内产业有积极作用，
那么现在增加进口及发展服务业，对
于今天中国的结构调整同样意义重
大。而且，不仅出口能创造就业，进口
同样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谢旭人表示，明年将继续落实提
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
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实施对小
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
税所得额低于 6 万元的小微企业，其
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从 2012年 1月 1日起，我国将在
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这项改革
有助于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

对于这一改革试点，谢旭人表示，
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是我国健全

增值税制度的重要举措，我国将逐步
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
不协调的问题。

谢旭人强调，在上海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基础上，将会稳步扩大
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
务业发展。

2012 年我国还将扩大物流企业
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范围，实施支持
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对蔬菜的批
发、零售免征增值税。

除了健全增值税制度，明年还将
推进资源税、消费税等多项税收制度
改革向纵深发展。谢旭人表示，明年
我国将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适时扩
大从价计征范围，促进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认真总结房产税改革试点经

验，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
作为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

明年我国还将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
度，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
构，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合理消费。

谢旭人指出，明年要进一步推进
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研究制定环境
保护税费改革方案，并按照征税清
费、分类规范的原则，继续清理整合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可以看出，结构性减税将在 2012
年得到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
长贾康表示，所谓结构性减税，是在
“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下侧重于减
税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它既区别于
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一
般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更注重和
强调有选择的减税。

凸显四大亮点
所谓结构性减税，是在“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下侧重于减税的一种税制
改革方案。它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一般的有增有减的
税负调整，更注重和强调有选择的减税。

中小企业多受益
尽管与中小企业所期望的大幅度减轻中小企业税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总
体说还是可以切实解决中小企业一些负担，还是有实际效益。

税改应循序渐进
政府应为实体经济营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宽松良好的环境。在财政支
出安排上，应继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落实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中
低收入者负担，提升居民消费信心。

明年将继
续落实提
高增值税、
营业税起
征点等减
轻小微企
业税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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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昨日盘中报 6.3290，创下 1993年统一
官方与市场汇率以来最高水平。自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
对美元已升值近 30%，今年人民币升值 4.5%。

周一 (12月 26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飙至 17年来最
高点，主要归因于市场揣测决策层将容忍通胀，以阻止国际资
金外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表示，人民币
贬值恐造成资金外流。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主任郭田勇认为：贬值固然有国际市场不稳定、国内经济下滑
预期、投机资本炒作等因素，但其宏观风险可控，也意味着汇
率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同时，适度贬值不仅有利于出口，也减
轻了国际热钱流入压力，进而减少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有利于
抑制资本泡沫。

招商银行驻深圳资深分析师刘东亮指出，“人民币兑美元
的中间价，显示出中国央行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决心。”

昨天上午 10 时 22 分，人民币兑美元扬升 0.12%，报
6.3290元人民币兑 1美元，创下 1993年底统一官方与市场汇
率以来最高水平。

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总体维持升值态势，从 1月
4日的 1美元对人民币 6.6215元，到 11月 4日的年内高点 1
美元对人民币 6.3165元。其间，连破 6.6、6.5、6.4、6.35等多个
重要关口。

但从 9月份开始，人民币境内外市场间呈现出不同的走
势，尽管人民币中间价连日高开，但香港离岸人民币 (CNH)和
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 (NDF)全线出现人民币贬值。两者之
间的利差也引发了近期汇率市场上的套利潮。

11月 18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3548元，相对于 11
月 4 日的最高点 6.3165 来说，14 天内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
383个基点。从 11月 30日起到 12月 12日，人民币对美元即
期汇率又连续 9个交易日触及跌停线，不少人担心人民币继
续贬值。

那 9个交易日“跌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多少？真实情
况其实是并未真贬值。在即期市场“9跌停”期间，人民币反而
累计升值了 290个基点，升值幅度达 0.29%。

其实，所谓人民币即期市场交易跌停，与我们所熟知的股
票的跌停并不相同。按人民币即期市场的交易规则，人民币对
美元的交易价格上下浮动不得超过当日央行发布的中间价千
分之五，这里的上下浮动千分之五，就视为涨 /跌停，而第二天
央行重新发布的中间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非前一天即
期市场交易价格的延续。所以，这里所讲的人民币“跌停”是相
对于当天的中间价而言。目前，每日的汇率中间价由央行公布
决定，而即期汇率则是买卖双方形成的现实报价，两者重要的
区别在于中间价是固定数据，即期汇率则是变动的。

刘东亮认为，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博弈正在加剧。易
宪容的观点是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
人民币升值趋势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改变。

人民币兑美元
创 17年新高
吴桐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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