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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和财税改革相关的热点新闻不少，

先是一些专家学者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

征点的观点见解，在网上引起“围观”；后来

是自 12 月 1 日起，“营改增”试点新增天津、

浙江、湖北、宁波 4 省市，试点的地方扩充至

12省市，同样受到广泛关注。

可以说，人们对于税收改革的最大期

望，就是能更公平地调节收入分配。虽然

我国税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现行税制

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

在：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地方税体系建设相

对滞后，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

有待进一步发挥。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财税

体制。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税收制度的主要

目标是：健全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

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

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税

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

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

的职能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推

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实现上述目标，

需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

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

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一方面，强化税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

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在实施和完善消费

型增值税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

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促进服务业特

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合理调整消费税范

围和税率结构，充分发挥消费税促进节能减

排和引导理性消费的作用。完善企业所得

税制度，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推进资源税

改革，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选择防治

任务繁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

保护税，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

配的作用。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个

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信息沟通等社会

征信系统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高收入

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适应消费品升级换代不断加速、一些高端

消费品向普通消费品转变以及节约能源资

源要求日益迫切等趋势，适当调整部分消

费品的税目和税率，进一步发挥其调节收

入分配的作用。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构

建合理完善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有效调节

财富分配。统筹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逐

步改变目前房地产开发、流转、保有环节各

类收费和税收并存的状况。根据适当提高

社会保障统筹级次的要求，健全社会保障

筹资机制。按照“正税清费”和“分类规范”

原则，继续清理整合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

府性基金，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构建地方税体系也是未来税制改革

的重要一环。将财产行为类有关税收作

为地方税体系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增强地

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安排使用收入的自

主性、编制预算的完整性和加强资金管理

的积极性。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

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对于一般地

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

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

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

具体实施办法。

阿里巴巴集团12月3日宣布，截至11月30日21点50分，

淘宝网和天猫商城的年度交易额突破1万亿元。大淘宝的1

万亿元交易量意味着整个行业创造了一个新的节点。

1 万亿元交易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体量？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2011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8.39 万亿

元，1 万亿元相当于其 5.4%。根据 2011 年各省区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排行，这个数字可以排在第五，仅次于广东、

山东、江苏和浙江。从 2003 年淘宝网刚创立时年交易额为

2000万元，阿里巴巴网购平台在 10年内增长了 5万倍。

总量和增长速度从两个方向充分体现了我国网络购物

的蓬勃发展，但 1 万亿元背后的深意不仅仅于此。一方面，

它意味着只要能够提供充分、多样化的消费选择，消费能力

还有巨大的释放空间，从淘宝和天猫的数据来看，今年三四

线城市以下地区的网购增长速度超过 60%，远高于传统消

费主力一二线城市 40%的网购增速。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增

长正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主要增长来源之一。

另一方面，1 万亿元已成为我国社会整体信息化水平

不断提升的最好写照。在生产企业方面，中小企业一直

是信息化建设推进的“瓶颈”所在。网购平台和第三方软

件服务商让进入互联网的技术门槛变得极低，中小企业

借此尝到了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甜头”，也使它

们的“两化融合”有机会前推至采购、库存、生产等供应链

各个环节。

在网民方面，网络购物已不再是非主流人群的非主流

消费方式，它的“价廉物美”和多样化选择，也使无数消费者

第一次尝试了网上银行、聊天软件乃至移动互联网，从而拉

高了他们的互联网应用水平，在大淘宝的 1 万亿元交易额

中，50 岁以上的消费者贡献了 400 亿元，借助“网络购物”，

他们真正跨越了“数字鸿沟”。互联网也因此成为重要的创

业就业途径之一，来自第三方机构的数据显示，2012 年至

今，网络购物所创造的直接就业已超过 500万人。

更重要的是，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包括支付、物流、

信用体系在内的整条网络购物生态链建设中的应用，使社

会资源能够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更有效率地分配。拿物流

来说，在今年“双 11”促销中，淘宝和天猫与全国主要物流

公司分享数据的“物流预警系统”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

不但能够向卖家直接反应不同物流公司在不同路线的拥堵

情况，甚至能向物流公司提供订单数量的预估参考，从而更

好地整合了现有资源。

抛开数据看明天，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实体经济融

合而生的网络购物，正在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

动力之一，其中蕴含着零售和服务行业深刻变革，直至推动

整个供应链体系深刻变革。

从大淘宝交易额
突破万亿元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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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税制结构 公平税收负担
——一谈加快改革财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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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税收改革的最大

期望，就是能更公平地调节收

入分配。

未来要按照简税制、宽税

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

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

收负担。一方面，强化税收促

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

变的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

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构建地方税体系也是未来税制

改革的重要一环。

扎一下手指，就知道孩子缺不缺钙
——绝大多数城里孩子都做过这样的检
测。然而，业内人士却坦言，查血钙是最

“坑爹”的体检项目，人体只有1%的钙在
血液中，身体的自我调节会保持血钙值
相对恒定，身体即便“缺钙”也很难在血
液中得到体现。

明知结果不靠谱，为何还要开展检
测？创收是重要原因。目前国内微量元
素检测的内容主要包括铜锌钙镁铁铅。
除血铅外，所谓的微量元素检测除了有
经济意义外无任何临床意义。据调查，
我国各地微量元素检测基本都是自费，
一次检查五项（除铅外）费用低的40元
左右，高的近100元。更令人担忧的是，
拿不靠谱的检验结果去指导用药，其中

潜藏隐患。如补钙过量会高钙血症、脏
器组织钙化等，锌过量则会导致孩子胃
肠道不适。

其实，早在2009年，卫生部就专门
发文要求：“除血铅检测外，医疗机构临
床实验室不得开展其他重金属和类金属
的临床检测，不得出具临床检测报告。”
这一规定在现实中明显遭遇“软执行”。

卫生部门应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
管，规范其诊疗行为，废弃不合理、不科
学的检查；医生要有正确意识，要负责
任，合理开出各种检验申请。此外，相关
部门还应严格监管补充微量元素药品、
保健品的不实广告宣传，以免公众被误
导。 （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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