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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负担的持续加大,我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减税降费政策的

实施在此关键时刻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本文将以当前我国经济新格局发展为背景,浅析减税降费政策

效果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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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financial burden, China's economy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reduction policy is also facing many challenges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conomic pattern as the backgroun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ax reduction policy and discuss its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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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近年经济改革的

主线,而减税降费则是供给侧改革的核

心内容和税制改革关键着力点。目前,

我国减税降费的压力在不断增加。虽然

实施“营改增”以及全面降费以来我国

的整体税负有所下降,但同时二者的可

实施空间也在日益减少,再加上我国目

前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庞大,人口老龄化

也给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影

响,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就使得在减税降费面临严峻的挑战。 

1 经济新格局的具体内涵 

自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在国

际多边贸易协调机制不断遭受挑战的背

景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来

愈弱,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在逐

步下降,同时,基于我国14亿人口所具有

的市场容量巨大的优势,需要不断推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推进“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就是要立足国内,

充分发挥“内循环”的基础性、主体性

作用,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使其成

为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杠杆”主体。

其中,减税降费等财政政策的运用就是

杠杆体系的支点。通过减税降费政策改

革,能够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空间,激

发市场消费潜力,将我国拥有的人口优

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增长动力。“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内循环是主体,减

税在经济循环中具有扩内需、降成本、

稳预期的效应与功用,经济循环畅通是

内循环畅通的基础,“双循环”体系的畅

通与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的内在关联性

和相互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税费政策的实施对经

济循环有重要影响,我们应积极调整

减税降费的侧重点和方向,促使减税

降费在助力双循环的形成和畅通方面

发挥作用。 

2 减税促消费的政策效应 

税费制度是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的

一部分,对经济循环有着重要影响。近些

年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对于助力宏观

经济稳定和增长、优化体制改革产生了积

极效应,然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加

剧、政策实施空间缩减情况仍然存在。 

2.1助力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 

减税降费助力宏观经济稳定。减税

降费通过以宏观调控精准直达微观主体,

激发经济微观活力以促进经济增长。减

税降费一方面从供给端入手,在激发生

产创新活力、优化产出结构和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方面调整供给结构,另一方面

从需求端入手,优化消费需求、投资需

求、进出口需求方面的需求管理,引导需

求结构变化来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而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2.2优化体制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减税降费遵

循“市场化”的改革主线,依靠确立合理

的税负水平和税后结构来实施结构调整,

激发一大批企业的生产和创新活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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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在行政体制改革

方面,减税降费遵循“政府放权让利”的

改革主线,一方面加强对于政府权力的

法律规制,着力清理规范政府收费项目

和权力,启动收费立法等行政体制改革,

另一方面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正确处

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推动建设服

务型政府。 

2.3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当前的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的财政

稳定造成了一定冲击,一国推行减税计

划时往往会引发财政收支之间的矛盾,

政府一般通过增列赤字和增发国债等传

统方法来对冲收支矛盾,我们走的实质

是一条依靠“借钱”来减税降费的道路,

财政收支矛盾几乎是必然长期存在的。 

2.4全面减税降费的空间在日益缩减 

虽然 近五年来,我国“营改增”以

及全面降费的效果显著,整个国家在宏

观上的税负得到有效缓解,但取得成效

的同时,“营改增”以及全面降费的实施

空间也在不断地缩减。当前我国的“营

改增”以及全面降费政策,两个方面的税

率已经缩减到了几乎不能再缩减的程度,

如果还要持续不断的降低增值税以及持

续推进全面降费政策的进程,那么我国

的各项税率 终可能会面临“降无可降”

的局面。如果 终我国税率真的达到了

低临界点,那么,不仅全面的减税降费

政策政府没有空间再继续推行,而且还

会给我国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众所

周知,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经济收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如果税率过低且无法改

变,那么,国家财政将面临巨大的困境。 

3 减税降费政策的发展新趋势 

3.1坚持适时减少总量与优化结构

并举 

减税降费要继续坚持实施大规模减

税降费的总量减免政策,中国的宏观税

负处于较低水平,但仍存有一定的下降

空间。就国内环境而言,中国实施减税政

策多年,在2016年全面减税降费之后才

出现小幅的宏观税负水平下降,目前对

于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刺激还未见成效,

有必要继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来释放政

策红利。同时还需要通过优化税费结构

来降低市场主体的“税感”和“费感”。

减税方面要针对当前流转税为主体的税

制结构要点,提高直接税的比重的同时

降低间接税的比重,继续推进税率向着

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的方向迈进,优化

我国税制的自我调节功能和稳定性；降

费方面有必要保持对各类收费项目的规

范和监管力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

部门之间的关系,例如统一管理政府费

用收支、规范行政收费等,将降费纳入结

构性优化以降低宏观税负水平。 

3.2以制度改革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 

重视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

重要性,建立以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为

主的“双主体”税制模式。通过合理筹

集财政收入、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调节收入分配三维度来促进消费和投资

的增长,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增值税深化

改革,充分发挥其税收中性特点。此外,

实行增值税税制改革、推进税率“三档

并两档”、扩大增值税留抵税额的退税范

围、大力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也应

是我们所继续推进的。通过以改革促进

减税降费,消除双循环在形成和畅通中

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的障碍[1]。 

3.3积极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推

进国际税收合作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消除地区间

的市场藩篱,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防止

市场分割。为此,应尽量较少地区间税制

差异,以避免税收对地区间生产要素和

商品流动的影响。此外,为促进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形成,还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推

进国际税收合作。高水平对外开放符合

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是我国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实现对外开放,

要调整区域经济合作[2]。要积极建立愿

意与我们进行合作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

关系,积极展开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的开放格局。通过合理维护经济利益,

关注贸易摩擦,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

念、组织与管理等政治方面达成一致,

实现从减少关税转向规则制度改革,从

门槛式开放走向规则开放。与此同时,

继续落实好现有的双边或多边贸易税收

协定,积极升级双边税收合作,拓展全球

性和区域性的税收合作。 

4 结语 

2020年我国基于疫情防控下进行了

一系列复产复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正增长,但在逆

全球化思潮势头未减、国外疫情尚未得

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结构亟待提高升

级等的因素影响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

整也势在必行[3]。现今,我国作为第二大

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制造业中

心,继续依赖人口红利、要素投入、土地、

资源等制约了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

展。面对我国国内经济运行需要由出口

导向转向内需增长型的现状,进一步挖

掘国内消费潜力,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

力,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好的利

用国内国际双市场,从而加快形成和畅

通双循环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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