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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芳是北京一家财务顾问公
司的合伙人，为几十家小企业做财务
外包服务。这几天她最忙的一件事，
就是通知她的一些客户暂时不要对
外开发票。她给客户的建议是等北京
市营业税改增值（营改增）税试点开
始后再开出发票———“这样可以少缴
很多税”。

北京是一个现代服务业比较发
达的地区，马晓芳的客户中有许多是
在本次营改增试点范围内的，根据目
前能够得到的信息，对于小规模纳税
人试点后的增值税征收率为 3%，比
原来的 5%少了近一倍。

尽管北京市营改增的具体时间
表尚未公布，但马晓芳的推测是“也
许在 8月份就会开始”。因为北京市
国税局要求相关企业在 7 月 20日前
申报完相关材料。

不同规模企业税率相差一
倍

500万元，这是本次营改增试点

中划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的标准线。《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明
确，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
（含本数）的纳税人为一般纳税人；应
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的
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
《中国企业报》记者研究发现，仅

就试点中的现代服务业而言，根据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辅导》
（以下简称《辅导》）的相关条款规定，
针对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是
6%，而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则仅
为 3%，两者相差一倍。
《辅导》中明确，对于小规模纳税

人一律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征收
率为 3%。而对于试点中部分现代服
务业的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适用税
率为 6%。

马晓芳说，理论上讲小规模纳税
人的计税方法是用销售额乘以征收
率，与原来的营业税的计税办法差不
多，只是这里的销售额是应税销售
额，也就是要对营业收入进行价税分
离，因此会比原来营业收入的基数略

少一些，为比较方便，对这部分影响
可忽略不计。

以咨询业为例，试点前的营业税
税率为 5%，而试点后对小规模纳税
人的征收率为 3%，下降幅度还是比
较大的。

营改增后，对于咨询业一般纳税
人的增值税适用税率是 6%，虽然理
论上增值税的计算办法是销项税减
进项税，可以进行一些抵扣，但是，咨
询业中主要的成本是房租和人工成
本，几乎没有可以进行抵扣的项目，
所以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税负有可
能增加。

虽然直接的税率中是提高了 1
个百分点，但以营业税或增值税为计
税基数的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税及
附加、文化事业建设税以及北京市今
年新增设的地方建设税都会相应增
加。

马晓芳感觉，在试点所涉及的部
分现代服务业中，对于小企业是利
好，但对于大一些的企业负担可能会
加重。

（下转第二版）

营改增试点扩容：
大小企业税率或相差一倍

本报记者 丁明豪

为企业减税是件好事，大家都说
好，起码是没人站出来反对。但是好
事为什么没有人肯办？弄清对减税的
种种误解，有利于厘清思想，统一认
识；弄清到底是谁对减税不当回事，
也有利于国家采取正确的顶层设计，
以推动这项利国利民的事情进行下
去。

当今中国
最热烈最持久的话题

税收成了今日中国最受关注的
问题之一。无论处庙堂之上还是江湖
之远，税收相关的话题总能激起最热
烈的争论，也争论出了很多有意义的
角度。这几年，无论是增值税、房产
税、个人所得税等，都在舆论的吵吵
嚷嚷中让政府的举措带上了一丝谨
慎。
社会各界呼吁减税是有原因的。

一是“国富”了，能够减税。2011年全
国税收总收入已接近 9万亿元，而国
家财政收入超过 10万亿元；一是“税

收增量太猛”了，应该减税。以上两项
收入同比增长都是近 1/4，都高于同
期 GDP增速一倍。二是缴税的企业和
个人面临诸多困难，需要减。由于世
界经济低迷，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许
多中小企业融资和出口越来越艰难，
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更让企业
发展举步维艰，而老百姓则因通胀生
活压力加大，难以扩大消费。由纳税
过甚而引起的“税痛”，对成千上万纳
税人已是切肤之痛，无法回避。

税收偏高的三大坏处

这些税收都到哪里去了？一方
面，大量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用于政
府的各种工程（甚至是形象工程）。另
一方面，税收在征收过程中已被税吏
消耗一部分，因此，税收增长的结果
是让财政资金在进入国库前大大缩
水。

其实如果仅仅只是税负偏高并
不可怕，问题出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企业投资发展创新的能力因税负
过高而受到影响；二是政府征税多而
民生问题改善却不理想；三是政府把

税收用在自己身上过多，行政支出日
渐增多。

连续增税的最后结果是，税收的
连续高增长，极大地刺激了政府扩大
支出的欲望，财政支出规模追逐着税
收而迅速膨胀，推动着政府的职能和
规模的无限扩张。税征得越多，政府
越大；政府越大，税的需求也就越多。
即使历来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中国人
也开始意识到，庞大的税收实际上在
养活着一个规模超级大、职能无限扩
展的政府，而且有越来越养不起的感
觉，这就使得社会上日益广泛的减税
呼声更为激烈，每年两会期间，总会
自然形成颇有声势的减税大合唱。

不肯减税的五种理由

近两年来，中央与国务院领导多
次讲到减税问题，尤其是为中小企业
减税。现在包括税务部门在内也承认
应该减税，可是为什么减不下去？喊
的是结构性减税，结果却是结构性增
税。一小部分不支持减税的论调可能
为增税提供了理论支持。

（下转第五版）

紫竹评论

谁在反对减税？
———并回应种种“增税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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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 2012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将于 9月 1日至 2日在吉林
省长春市召开。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王基铭、吉林省政府副秘
书长李建华、吉林省工信厅副厅长白绪贵 7月 18日在京发布
了这一消息。

本届中国企业 500 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在发布
2012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中国服务业企
业 500强名单的同时，将发布《2012中国大企业发展的趋势、
问题和建议》、《2012中国 500 强企业发展报告》、《2012 中国
企业 500强与美国企业 500强、世界企业 500强对比分析报
告》等专题研究报告，同时将举办中国大企业高峰会、平行会
议、经济形势报告会、地方投资环境介绍会等会议以及开展企
业家联谊、企业交流和参观考察等多项活动。

王基铭说，本届会议的主题为：“做强做优：世界经济变局
下大企业可持续发展”。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会议中的 3场平
行会议，将采用高层圆桌会议的形式，分别围绕制造业企业、服
务业企业与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邀请企业高层领导、专
家学者、政府官员及相关机构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上述 3场
平行会议的议题分别为“打造制造业企业竞争新优势”、“服务
业企业做大做强：挑战与前景”、“加快培育中国跨国公司”。

王基铭指出，中国企业 500强工作自开展以来，得到了国
务院领导及政府部门的肯定与支持，被誉为体现协会服务功
能的精品工程。该工作是提供我国大企业资讯的最权威的资
讯平台、是服务于官产学合作的研究平台、是推动我国大企业
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合作平台。

李建华表示，近年来，吉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了
历史性的跨越。特别是最近两年，连破“四关”。2010年，工业
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
破万亿元大关；工业企业实现利润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民营
经济增加值突破 5000亿元大关，成为全省经济的“半壁江
山”。吉林省还集中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长吉图开发开放
先导区、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各种国家
支持政策。吉林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吸引各方投资，正
在成为东北亚区域的重要增长极。

本届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由吉林省
人民政府承办。届时，将有国家相关部门和吉林省领导、企业
家代表、著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代表等 1000多人参加本届
会议。本届中国大企业高峰会特别设立了联合主席职位，中国
石化等多家企业的领导人将担任大会联合主席并与参会代表
进行交流。

中国企联副理事长李建明出席并主持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近日，《财富》杂志 (中文版 )（以下简称“《财富》版”）再次发
布一份中国 500强榜单。据了解，《财富》版原来发布过“中国
上市公司 100强”，近两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其真正内
涵是“中国上市公司 500强”。

显然，《财富》版“中国 500强”并非真正的“中国企业 500
强”。“根据上市公司数据排出的 500家大企业被称为中国企
业 500强是不妥的，因为目前大多数中国大型企业只是子公
司上市，而母公司没有上市，仅靠上市公司的数据并不能真
实、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大企业发展状况。”中国企联副理事
长李建明近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再次对此进行
了澄清。

相对于中国企联发布的“中国企业 500强”榜单，《财富》
版没有用“中国上市公司 500强”的提法，而是采用了更为模
糊的“中国 500强”。中国企联研究部主任郝玉峰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特别指出，“这样的做法容易混淆视听，更为严重的是，
对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大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会产生很大的
误导。按照《财富》版的 500强排行榜规则，如果一家集团公司
下面同时有几家公司上市，则都可能同时入围，这显然是不够
严谨，也是不严肃的。”

记者比较了去年的两份榜单，发现其中的差别悬殊。例
如，中国企联发布的 2011中国企业 500强入围门槛是 142亿
元，500强总营业收入是 36.3万亿元，而《财富》版发布的 2011
年中国 500 强入围门槛为 47.3亿元，500家企业总营业收入
为 18.9万亿元。后者分别只有前者的 33.3%和 52.2%。

另外，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最新发布的世界企业 500强，
其中有 70家中国内地企业入围，这 70家企业全部包含在中国
企联今年推出的“2012中国企业 500强”之中。但这 70家企业，
除了几家上市的股份公司之外，绝大部分中都不在《财富》版中
国 500强之中，特别是像国家电网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等多家入围世界 500强的企业，在《财富》版
中国 500强之中甚至连它们子公司的踪影也找不到。

本报记者 张龙

2012中国企业 500强
即将发布

新闻分析

《财富》版“中国 500强”
非真正“中国企业 500强”
本报记者 张龙 实习生 杜鑫茂

本报评论员 李锦

房地产高压调控拉低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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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0年
减税强国史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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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税局要求相关企业在 7月 20日前完成材料
申报。在试点所涉及的部分现代服务业中，营改增对小企业
是利好，但对大一些的企业负担可能会加重。

编者按：
近日，98 个中央与国家部门公布去年“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引起人们对政府支出与税收关系

的思考，使减税问题再度受到关注。本报从去年以来，发表多篇文章，一直呼吁政府有关部门为企
业减税。现发表“谁在反对减税”，分析为增税辩护的种种说法，揭露有关部门名曰减税、实质增税
的情况。今日五版刊发减税专题。本报还将就减税问题继续发表文章，希望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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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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