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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中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结构性减税成改革亮点

增加民间可支配收入，推进结构调整

格相关链接

73%经济学家

呼吁大规模减税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
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3年宏观
经济布局，其中在财政政策布局
上，将最终落实为“结构性减
税”。

他表示，判断当前中国经济
形势，尽管“有困难”，但毕竟已经
走上了筑底回升的路径。此外，中
国扩张性经济政策已经持续数
年，不但“药效”在下降，对结构、物

价也有一定副作用。以上都说明，
当前中国已经不需要，也不可能
继续推出2008年这样大规模、超
剂量的经济扩张政策。

“当前，既有助于稳增长，又
尽可能避免刺激经济的最好政
策，就是实施结构性减税。”高培
勇表示。

高培勇认为，结构性减税一
方面有助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
能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推进结构调整，对扩大内需也将
有很好的作用。同时，在当前中
国，这也是一个能够达成共识、
歧义较少的政策操作。

“无论增加财政投资，或是
扩大货币投放，都会有方方面面
的声音，唯有结构性减税，能够
让更多人达成共识。”

他表示，围绕结构性减税，
目前中国已经推出了营业税改
增值税试点。从目前试点经验

看，“营改增”已经具备继续推而
广之的基础，相信这一试点在明
年还会在区域和行业间扩大。从
这一角度，中国已经踏上了大规
模推行结构性减税的道路。

高培勇说，从上述几个方面
看，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结构性减
税。具体而言，只要顺着“营改增”
这条道路往下走，有关结构性减
税就会具体体现。 据中新社

网易财经日前发布2013

网易经济学家年会调查成
果，对国内百名经济学家和
企 业 家 调 查 后 发 现 ，高 达
73%的受访者支持推出减税
政策为中国经济休养生息。

对 于 中 国 经 济 ，高 达
6 7 % 的 经 济 学 家 认 为 明 年
GDP增长率将在7%至8%之
间波动，较过去十年 1 0 . 7 %

的增长率显著下滑，但保持
在7%以上不会有太大问题。
对于中国是否应再次出台
财政刺激政策，学者出现明
显分歧，5 5%的受访者支持
继续出台，而 4 5%的受访者
则反对继续刺激经济。与此
同时，减税却成为学者的共
同选择，7 3%的受访者支持
出台大规模减税政策。

(宗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结构调整的

作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钱用在刀刃上。实施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以结构性减税为主主要实施手段的税

制改革，将成为近一段时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亮点。 据新华社、央视

税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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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格专家解读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
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
刚刚闭幕的2013网易经济学家
论坛上对记者表示，“世界金融
危机之后，许多企业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减税，才
能救活这些企业。”

贺铿认为，当下对企业进行
结构性减税，必须坚持区别对待
原则。“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企业

税收并不高，但它的利润特别是
央企垄断利润很高，你对它减什
么税呢？它应该不是减税的对象。
有一部分企业确实能吸收许多的
劳动力去就业，它的利润空间又
很小，因此这些企业必须减税。”
贺铿表示，“我们的税收政策往往
是一刀切，一个什么税种出来以
后，你也是百分之多少，他也是百
分之多少，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而

且在地区上来讲，同样一个行业
在某一个地方可能是有效益的，
成本是相对过得去的；在另外一
个地方，你按照这个税收来收就
不行。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所以
必须实行结构性减税。”

贺铿认为，今后中国进行结
构性减税等财税体制改革，一个
重要的目标是“强中央、弱地方”。
贺铿告诉记者，“因为中央的财政

是转移到要发展的地方，中国31个
省市，960万平方公里，地区发展差
异十分大，如果没有足够的中央
财力，科学发展、均衡发展就不可
能实现。而且，财政的第二个功能
是社会保障，我们的个体之间收
入差距很大，除了要规范收入制
度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加强社会
保障的问题，促进人们之间的公
平。” 本报记者 崔滨

减税不能一刀切，区别对待大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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