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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5 月 10 日起， 国家将卷烟的批发从

价税税率由原来的 5%提高到 11%， 烟草价

格也随之上涨 10%，以此推算，今年烟草行

业上缴税费总额将超过 1万亿元。

作为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

国虽然一直在推行禁烟，但效果并不佳。 这

次“以税控烟”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 同时，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烟草税上调是否

意味着我国消费税改革的提速？

调税带来“一举多赢”

5 月 9 日，虽然是周六，因接到烟草调

税通知，一些地方烟草专卖机构工作人员还

是回到工作岗位上，加班应对。

根据财政部、 国税总局的提税要求，5

月 10 日起， 国家烟草专卖局将卷烟批发价

上调 6%， 并按照零售毛利率不低于 10%的

原则同步提高建议零售价格。

《中国企业报》 记者近日走访了北京市

多家烟酒商店发现，大部分香烟价格已经上

调， 不同品牌的香烟涨价幅度略有差异，总

体上看，与原来的价格相比，上涨的幅度大

概在 10%左右， 比如原来 10 元一盒的香烟

涨至 11 元。

烟酒商店老板王先生告诉记者，接到涨

价通知后，及时对不同品牌香烟的价格标签

进行了更换，各种香烟基本都调价到位。

对于调整卷烟消费税是否会对生意造

成影响，王先生表示，应该不会产生多少影

响，“抽烟的人不会因为香烟涨价了就不抽，

对抽烟者来说习惯不太可能一下改掉的。 ”

王先生还告诉记者， 其实涨价前两天，

来买烟的人增加了不少，一些烟民趁涨价之

前“囤货”。

从事房地产生意的宋明是一位有近 20

年“烟龄”的老烟民，平时每天要抽 2 包烟，

而且习惯上只抽一个牌子。 他告诉记者，他

的抽烟费用每个月都超过 1000 元，“我知道

抽烟对身体不好，很想戒掉，也戒了好几次，

但都没有成功，其实很多时候抽烟是为了生

意上的应酬需要，慢慢地烟瘾就大了。 ”

这次烟草调税已经是中国第五次调税，

1994 年我国确定烟草消费税制， 随后的

1998 年、2001 年、2009 年又对烟草消费税

分别进行过调整。 有数据表明，我国卷烟平

均售价已从 2001 年的每盒 3.082 元上涨到

2014 年的 11.73 元，年均增长 1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中国加入《世界

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当年对烟草

税做了最大幅度地调整，烟草售价税率提高

到 43.4%。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烟草消费

税还是偏低的，国际上建议的烟草消费税至

少要占零售价格 70%的水平。 数据显示，我

国香烟零售价在 G20 国家中最为低廉。

目前中国从事烟草种植的农民有 160

多万户，烟草零售商 520 多万家，从生产到

销售全链条与烟草行业相关的人群多达

2000 多万人。

业内人士指出，在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背景下，烟草税的上调既是消费税改革的

有力推动，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达到控

烟的目的，可谓一举多赢。

数据显示， 去年整个烟草行业为国家贡

献了 9110.3亿元的税费收入。有分析认为，今

年烟草行业上缴税费总额将超过 1万亿元。

国家烟草专卖局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

保江此前对媒体表示， 此次烟草税价调整，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完善了烟草消费税

的政策。 这次调整的重点是烟草批发环节，

改变了过去烟草税过度集中在生产环节的

做法，对于促进烟草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

地方保护、促进烟草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具有

重要意义。

控烟力度持续加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

费国， 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数据显示，全国吸烟人数超过 3 亿，15 岁以

上的人群吸烟率为 28.1%，7.4 亿非吸烟人

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

病的人数达到 136.6 万。

业内人士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与香烟

价格太低不无关系，同时跟我国对烟草危害

的“教育”及“惩罚”力度不够也有关。

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的烟草税只处

于中下水平， 如法国的烟草税 80%、 英国

77%、德国 74%，即使泰国和孟加拉国等发

展中国家烟草税也达 67%。

不过，有网络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

人反对烟草税提高，同样有一半以上的人表

示不会因为价格提高而戒烟， 而相对应的

是，参加网络调查人中，烟民占了 65%以上。

这似乎说明，单纯用价格杠杆戒烟，在中国

似乎还不够。

去年开始，我国发布了“史上最严控烟

条例”，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广告法》明确全

面禁止烟草广告，特别明确规定了禁止向未

成年人发放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从今年 6

月 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规定，本市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

国内多位财税及控烟专家曾联合发布

《中国的烟草税收及潜在的经济影响》报告，

称若中国每包卷烟增加从量税 1 元，则政府

财政收入将增加 649 亿元，同时，还将挽救

340 万人的生命， 减少医疗费用 26.8 亿元，

并创造 99.2亿元的生产力收益。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消

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烟草税占消费税

比重较大，此次提高税率有助于增加财政收

入。“当然，调税是控烟的一种有效手段，百

姓也希望相关部门能继续加大控烟力度，加

强禁烟宣传力度，抑制香烟消费”。

“通过提高烟草税， 首先是政府的财政

收入增加了，而且因为烟草实行专卖，税源

是有保障的，确保了税金不会流失；其次，有

助于提高烟民的健康质量，毕竟抽烟不是好

事情，家人劝、社会宣传都起不到很好的作

用，有些烟民还喜欢高档烟，通过经济手段，

间接地达到禁烟效果。 ”刘俊海说。

消费税改革的提速

实际上，中国消费税改革刚刚起步。 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立法”，并在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消费税改革作为深化

财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正在围绕“改

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

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进行，其中

消费税改革是税制改革的重要选项。

从去年到今年，我国消费税改革一直措

施不断，成品油、电池、涂料等消费税政策相

继调整，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消费税改革

步伐明显提速。

刘俊海表示，消费税的功能在于“寓禁

于征”。目前，我国税率结构的设计还存在粗

放型的色彩，我国今后消费税改革方向就是

向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消费要税源。

中央确定我国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民富国强

的国家，藏富于民。

“基于这点考虑，对于消费税改革（包括

税务、税种、税率）要十分慎重，提高税率要

充分考虑其政策理由， 如是否有利于环保、

资源节约等。 ”刘俊海表示。

刘俊海特别指出，消费税改革需要区别

对待，对于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优化

消费结构、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

行业可以少征甚至不征消费税。 对奢侈、炫

耀类消费品的消费税可以更高些，“像买小

飞机这样的消费，加税到 50%都不为过”。

“对高污染、 高档消费品征收惩罚性高

税率，对那些创新性产业，包括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就应当给予税收优惠，符

合我国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所需要。 ”刘

俊海说。

刘俊海认为， 有三种类型的消费原则上

应该轻徭薄赋。一是生存型消费，如衣食住行

上的刚需消费；二是发展型的消费，如教育类

包括幼儿、成年教育等的消费；三是享受型的

消费，如文化娱乐、旅游等，这些都应该是低

税负。“当然，这需要在法律上做出详细的规

定，也不是那个部门能说减免就减免的”。

对于消费税调整会给百姓生活带来多

大的影响，刘俊海认为，税费的调整对人们

的生活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对大多

数百姓来说，对消费税还是很敏感的。

“这就需要消费者提高对公众利益的认

识，树立理性消费、科学消费的理念，同时消

费者也要有社会责任感，摒弃盲目的、不成

熟的消费攀比心理，自觉抵制高能耗、高污

染的特别是奢侈品商品和服务。 ”刘俊海说，

消费税的提高也是消费者放弃这些不好的

消费习惯的契机。

烟草提税：消费税改革提速

本报记者刘凌林

给“招商优惠终止”设置缓冲区的积极信号

（上接第一版）一条路径是加强顶层设计，通

过地方差异的深度研究，由中央政府直接制

定区别不同地区情况、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

策。 另一条路径是增加政策的弹性，给地方

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和回旋余地。 地方政府

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出发，并不会愿意出

台恶性竞争的政策。

“一刀切”的政策制定方式，从本质上讲

是一种懒政，是治理能力不足的体现。 仅从

招商层面讲，越是发达的地区，可以用的工

具和手段越多；越是欠发达地区，可以用的

工具和手段越少。 而且欠发达地区制度成

本高、体制摩擦系数大，这些都需要用税收

杠杆和工具加以平衡。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

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制造全球“税收

洼地”的方式，获得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

资源。 从促进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

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 协调发展的角度出

发， 中央财政应当在可控范围内放松对中

西部地区的税收管制， 让其可以采取更为

灵活自主的税收政策， 形成一种利用政策

“找平”的机制，让更多的优势资源能够向

“弱势地区”流动。 打破资源过度或单向向

“强势地区”流动的状况，为其创造经济超

车的机会。

当前，简政放权在激发经济活力方面的

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万众创业、 大众创新”

的势头正在形成。通过给予地方政府更大自

主权，调动其发展经济的动力，防止“懒政”

和“怠政”问题的出现和加剧，是一项既迫在

眉睫又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国务院暂停 62

号文执行已经传达出这样一个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