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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税 体 制 改 革 向 纵 深 推 进
本报记者 曾金华

税惠“礼包”助企转型
本报记者 李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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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河北宣化从减税降费、优化运输结构等方面

加强对区内企业帮扶，确保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图为北

汽福田重机公司新下线的重机产品。

陈晓东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纳税人在福建福州台江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办理涉税业务。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图图③③ 浙江湖州长兴县税务局和平税务所工

作人员向企业介绍税费支持政策。

谭云俸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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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

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向纵深推

进，预算管理、税收制度、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取得

明显成效，基本确立了现代财税制度框架，为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预算更加规范透明

今年 7 月 21 日，102 个中央部门集中公开部门决

算。各个中央部门在上一年中如何落实过紧日子要

求、重要项目取得什么效果、政府采购的钱都投到哪

里⋯⋯这些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各中央部门的决

算中都能找到答案。

政府部门依法晒出“明白账”，这仅仅是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10 年来，我国持续完善预算管

理体系，政府预算的透明度、规范性和绩效水平明显

提升。“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标准科学、

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基本建立。”财政部副

部长许宏才表示。

加强“四本预算”，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统筹

协调、有机衔接。比如，加大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

共预算力度，提高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同时，

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提高财政预算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政府“账本”更加透明、规范。10 年来，坚持以公

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预算公开范围不断扩大、内

容不断细化，政府收支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债务、机

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财政专户资金等情况，均按照

规定向社会公开，有效促进透明政府、廉洁政府建设。

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

责”。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出力争用 3 年至 5 年时

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绩效管理范围涵盖“四本预算”，并逐步向政府

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等领域延伸。同

时，大力推动绩效结果应用，压减低效无效资金。

“开前门，堵后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

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

闭环管理制度体系，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和预算管

理，建立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问责机制，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竿子插到底”，创新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2020 年，建立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实现“快、准、严”的预期目标，有力

支撑疫情防控、纾解企业困难、保障基本民生；2021

年，进一步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资金规模

达 2.8 万亿元；2022 年，4 万亿元资金纳入直达范围，

同时完善管理机制，推动财

力 下 沉 ，政 策 效 果

更加明显。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

代欣认为，预算改革推动了我国预算管理的现代化进

程，“不仅很好地实现规范、公开、透明等预期目标，而

且推动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不

断夯实。”何代欣说。

10 年来，财政实力不断增强。统计显示，2012 年

至 2021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11.73 万亿元增

长到 20.25 万亿元，年均增长 6.9%，为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从 2012 年的 12.6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4.63 万

亿元，年均增长 8.5%，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事业全面

发展进步。

税收改革惠企利民

2022 年起，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了“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一项。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

子女的相关支出，在计算缴纳个税前按照每名婴幼儿

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这项减轻父母抚养子

女负担的政策一经发布，公众纷纷点赞。

这是税制改革中众多惠企利民政策措施中的一

项。10 年来，我国不断深化税制改革、持续推进减税

降费、加快落实税收法定，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

措，在优化结构、完善功能、减轻负担等方面取得了重

要成果，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

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持续推进增值税改革，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

不增”。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改革牵一发而

动全身。从 2012 年实施营改增试点，2016 年全面推

开营改增试点，到 2017 年取消 13%的税率将四档税率

简并为三档，到 2018 年、2019 年连续降低增值税税

率，再到 2022 年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在基本

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的同时，大幅降低了纳税人税收

负担。

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众多纳税人受益。2018 年

8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

改的个人所得税法，初步建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个人所得税制度。新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明确将工

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纳

入综合所得征税范围，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同

时，设立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等六项专项附

加扣除项目，2022 年又增加“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一

项，有效减轻纳税人负担。

绿色税制日益完善，助力建设美丽中国。10 年

来，从全面推行资源税从价计征、扩大水资源税试点，

到环保税开征、资源税法实施，“多税共治”“多策组

合”的绿色税收体系框架构建形成。

税收法定全面提速，立法成果丰硕。按照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部署要求，加快

推进各项税收立法工作。目前已有环境保护税、资源税

等 12 个税种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

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立法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减税降费持续推进，实现“放水养鱼”。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减税降费作为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持续部署实施系列减税

降费政策。减税降费规模力度之大前所未

有，惠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对减轻市

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大 学

商 学 院 副 院 长 蒋 震 认 为 ，

税收征管改革不断深化，

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改

革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为税收良法善治的实施执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支

撑作用。

统计显示，2013 年至 2021 年，税务部门累计办理

新增减税降费 8.8 万亿元，加上今年落实新的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截至今年 7 月底，累计办理新增减税

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近 12 万亿元。

引人关注的是，税收征管体制实现了三次大变

革。2015 年聚焦“合作”，持续推进国税地税服务深度

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2018 年聚焦“合

并”，圆满完成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社

保费和非税收入征收职责按要求稳步划转，逐步构建

起优化高效统一的税费征管体系；2021 年以来聚焦

“合成”，深入推进精细服务、精确执法、精准监管、精

诚共治，努力实现以“合”促“成”。

“从合作到合并再到合成，税费征管体系日趋完

善，征管效能不断提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

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财政体制日益健全

2022 年 4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

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完善省

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机

制，规范省以下财政管理。

这是我国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财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逐步形

成，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得到更有力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向纵深推进。2016 年 8 月，《关于推进中央

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发布，明确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

主要任务和要求，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从政府公

共权力纵向配置角度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为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构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

体制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后，出台了基本公共服

务领域以及教育、科技等 11 个领域改革方案。

同时，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进一步理顺，明确

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

税分担机制，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

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在提高一

般性转移支付比例、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

付的基础上，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明确

各自定位，强化引导调节，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省以下财政体制是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

的组成部分。当前，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正

在大力推进，通过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完

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省以下财

政体制调整机制、规范省以下财政管理等举

措，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

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

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

以下财政体制，促进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健 全 省 以 下 财 政 体

制，对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

障能力，落实基层保基本民

生、保工资、保运转任务，具

有重要意义。”何代欣说。

受燃煤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位于山西

省阳泉市盂县的山西国际能源裕光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近年来经营压力不断增大，每年因

融资支付的利息就高达 2.5 亿元。在企业资

金紧张之时，国家税收优惠政策送来了“及

时雨”。2019 年以来，裕光煤电分别享受到

增值税留抵退税 6.5 亿元和安全环保节能专

用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 1.1 亿元的红利，实

现了年均节约财务费用 2500 万元，极大缓

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

裕光煤电在盂县建设运营的 2×100万千

瓦发电项目，是以煤电一体化方式开发建设

的山西省级重点项目，其 1号机组、2号机组

已投产发电。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嘉晓亮告诉

记者，今年 4 月份以来，利用 1.37 亿元增值

税留抵退税款，公司先后采购了 12余万吨燃

煤，为应对疫情和燃煤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

做好了储备。同时，在项目建设中，加快了

“三塔合一”、汽电双驱等先进技术的建设和

应用，有效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和梯级增值利

用，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发展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盂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

长王洪亮介绍，为更好满足能源结构转型和

生态环保企业发展的涉税需求，盂县税务局

在项目落地、投建和达效上提供了线上“盂

税云办”和线下“网格直达”服务，打造了

政策快推、问题快答、优惠快享、税款快退

的“涉税事·盂快办”税费服务品牌，实现

了税费政策靶向宣讲、税惠政策直达快享、

涉税需求及时响应，高效精准落实减税缓税

退税等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助力企业转型

发展。

“今年上半年，公司收到税务部门 6400

余万元的留抵退税。可以说，我们圆满完成

保 电 供 热 任 务 离 不 开 税 务 部 门 的 鼎 力 支

持。”嘉晓亮表示，现在办理留抵退税非常

方便，流程少时间短，只需在山西省电子税

务局上提交申请，就可以坐等退税款到账。

有了税惠政策带来的“活水”，企业发

展就有了更多底气。裕光煤电党委书记、

总经理周勇表示，公司通过构建“煤—电

—材”循环经济模式，逐步由单一能源供

应向多元化、多业态综合能源服务转型，

环保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正日益凸

显。下一步，裕光煤电还将充分利用

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创新发展，紧跟

产 业 导 向 ， 继 续 推 进 风 力 发 电 、

光 伏 发 电 、 火 力 发 电 及 储 能 耦

合 一 体 化 综 合 能 源 项 目 及 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项 目 ， 全 力

打 造 绿 色 综 合 能 源 供 应

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