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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增值税转型改革在东北等地区的试点表明 ,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后 ,对财政收入、经济投资、企业发展

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但主要是积极的影响 ,而负面影响基本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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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 ”明确提出 , 2006年到 2010年期

间 , 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将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

所谓增值税转型 , 就是将中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

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自 2004年 7月 1日起 , 先后

在东北、中部等地区实行了四批改革试点。东北地

区试点之初存在两大疑虑 : 一是怕对财政收入产生

较大影响 , 导致财政“入不敷出 ”; 二是担心加剧投

资冲动 , 使已经过热的投资再被拉高。增值税转型

改革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 包括正面影响与负

面影响。实践证明 :增值税转型既没有对财政收入

造成较大影响 ,也没有助推固定资产投资无序快速

攀升。相反 , 改革在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诸

多方面发挥了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笔者将根据有

关文献 ,就增值税转型对经济发展的若干影响进行

分析。

一 增值税转型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

相对于生产型的增值税来讲 ,消费型增值税本

质特征和最大优点 ,就在于它是中性的 ,可以避免重

复征税 ,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改革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对

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影响或作用 :一方面有利于

积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建设具有自主创新

能力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 ,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促进试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

级 ,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试点地区

产业发展的吸引力 ,尤其是推动总部经济发展 ,促进

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 ,带动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来自财政部资料显示 :中国 4年多的增值税改

革试点有力地推动了试点地区经济发展。[ 1 ]单从东

北试点地区实践分析 ,据统计 , 2005年 ,东北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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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按现值计算 ,比上年增长 17. 8 % ,高于全国

14. 0 %的平均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9. 0 % ,高

于全国 25. 7 %的平均水平。而实际增值税抵退的

税额 ,从 2004年 7月 1日到 2006年底 ,才不过 88

亿元 ,比试点前估算要小。[ 2 ]截至 2007年年底 ,东北

和中部转型试点地区新增设备进项税额总计 244亿

元 ,累计抵减欠缴增值税额和退给企业增值税额

186亿元 ,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 ,增强了投资能力 ,

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1 ]

二 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财政收入减少 ,幅度较大 ;二是财政收入不

减少或幅度较小。这是理论上的分析与研究。分析

人士指出 ,增值税减税规模与经济总量有很大关系 ,

即期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的经济增长 ,具体会有多少

还需考虑未来宏观经济的变化 ,并不完全准确。

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 ,增值税转型可能造成税

收收入减少 ,存在一定的财政减收压力 ,对财政冲击

大。根据岳树民测算 ,如果全国在八个行业扩大增

值税抵扣范围 ,影响财政收入大约在 400亿元左右 ,

如果在全行业推行 ,估计在 600亿元左右 ,最大限度

1 000亿元左右。[ 3 ]另据戴海先等测算 , 2006年中部

六省 26个试点城市 8大试点行业的 33 204户企业

当年共购置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 1125亿元 ,实施增

值税转型后将减少增值税收入 164亿元 ,占当年应

缴增值税额的 26. 5 %。[ 4 ]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 ,增值税转型可能存在一定

的财政减收压力 ,实际发生比预期小 ,基本在可承受

范围之内。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试点情况回应了

这一结论。

(一 )增值税转型试点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确实

远比当初预计的要小

有两组数据可以支持这一结论 : (1) 2004年 7

月至 2006年 12月 , 东北地区三省一市总共减少财

政收入约 93亿元 , 平均每年不到 50亿 , 大大低于

财政部估算的 150亿元 ,对财政的影响远小于实施

前的预期。[ 5 ] (2) 2004年 7月至 2005年 6月 , 东北

三省转型企业新增机器设备投资总额 510亿元 , 进

项税发生额 40. 5亿元 , 实际抵退税额 27. 66亿元 ,

占同期东北三省国内增值税收入的 3. 61 %。即使

放开增量抵扣限制 ,采取全额抵扣办法 ,对税收收入

的影响也不过 40亿元左右 ,不超过三省全年国内增

值税收入的 6 %。[ 6 ]

(二 )虽有一定影响 ,但基本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东北地区 2004年 7月至 2005年 6月减少收入

40亿元左右 ,相当于该地区全年国内增值税收入的

6 % ,基本可以承受 ,不影响大局。2004年 7月以来

的三年半中 ,辽宁省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企业新增

的应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达 88. 33亿元 ,国税部门

实际为企业办理抵退税额 75. 74亿元 ,占同期全省

国内增值税收入的 5. 19 % ,其中地方 25 %部分为

18. 94亿元 ,平均每年不过 5亿多元。从实际抵退

税规模看 ,这一政策对辽宁省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小 ,

应在地方财力可承受范围内。[ 7 ]中部地区的情况与

东北地区差不多 ,推行增值税转型后 ,存在一定的财

政减收压力 ,但规模不大 ,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

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根据 2005～2006年的数据

测算 , 2007年下半年在山西省太原、大同、阳泉、

长治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政策后 ,影响山西省

地方收入近 2亿元 , 占 GDP的比重很小。安徽省

情况与山西类似 ,影响不大。短期可能会减少 , 但

从长期看则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以安徽省为例 ,

2006年省内 5市的试点企业当年购置允许抵扣固

定资产 199. 63亿元、所含进项税额 29亿元 , 按增

量扣税法当年应退税额 10. 13亿元 , 留抵 18. 87亿

元。按该省国内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弹性指

数 1. 1计算 , 增值税收入将增加 14. 34亿元。就是

说 ,倘若 2006年留抵的进项税额 18. 87亿元在 2007

年都能抵扣 , 那么 , 2007年会减收 4. 53亿元 ; 若安

徽省 5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国内增值税与工业增

加值的增长弹性指数均不变 , 2008年以后每年会增

收 14. 34亿元。[ 8 ]

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 ,

基本摸清了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对财政收入影响的

底数。无论从当前财政收入总规模 ,还是税收增收

的情况看 ,增值税转型都是各级财政能够承受的。

三 增值税转型对投资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刺激投资以

拉动经济增长。增值税转型对投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 :一是能否刺激政府与企业扩大各类投资 ;

二是对投资的作用是大还是小 ,能否平稳、温和乃至

快速拉动提升。

1、辽宁省近几年的投资拉动相对温和平稳 ,

增长速度基本在 30 % ～40 %。以辽宁省为例 , 全省

2003～2007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

2 082. 5亿元、2 980. 5亿元、4 204. 4亿元、5 68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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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7 435亿元 ,同比增速分别为 29. 7 %、43. 1 %、

40. 1 %、37. 3 %、30. 7 %。[ 7 ]虽然投资增速超过了全

国平均水平 ,但并非是增值税抵扣一项政策带来的

结果 ,即使没有转型政策出台 ,试点企业仍要按照既

定的项目进行相应的扩张和投资。

2、东北三省投资增长速度不均衡 ,个别地区

攀升势头较猛。资料显示 , 2006年 ,黑龙江省全社

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 235. 9亿元 ,比上年同期

增长 29. 1 % ;辽宁省全社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 688. 9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34. 8 % ;吉林省全

社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 848亿元 ,比上年同期

增长 55. 4 %。[ 9 ]

3、增值税转型对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影响。

一是从产业结构上看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不同产

业的影响是不同的 ,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基础

行业由于资本构成中机器设备比重高而收益最大。

2004年下半年 ,辽宁省八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147亿元 ,其中机器设备投资额为 56亿元 ,占全部

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38. 09 %。2005年一季度八大行

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57亿元 ,其中机器设备投资

额为 34亿元 ,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59. 65 % ,

固定资产投资中机器设备所占比重快速增大。二是

从行业结构上看 , 冶金业、石油化工业、装备制造

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增速

高 , 而且所占投资比重越来越大。2004年 ,三省冶

金工业和石油化工业的抵退税额分别为 4. 77亿元、

4. 53亿元 , 占全部抵退税额的比重分别为 37. 5 %、

35. 6 % ; 装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抵退税额分别为

1. 62亿元、0. 87亿元 , 占全部抵退税额的比重分别

为 12. 7 %、6. 9 %。2005年一季度 , 冶金工业、石

油化工业、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的抵退税额分

别为 3. 76亿元、1. 84亿元、1. 43亿元、1. 30亿元 ,

占全部抵退税额的比重分别为 41. 63 %、20. 43 %、

15. 92 %、14. 39 %。[ 10 ]

4、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增值

税转型会直接强烈刺激企业投资 , 从而连锁带动社

会和民间资本投资。根据李长春对增值税转型的样

本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得知 ,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由

转型前的 0. 312元上升到转型后的 0. 345元 ; 净

资产收益率由转型前的 8. 93 %上升到转型后的

10. 09 % , 平均增加了 1. 16 %。这相当于在原固定

资产投资决策方案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 1. 16 %的

预期净资产收益率。由于增值税抵扣直接减少了利

息资本化后的入账固定资产成本 , 增值税抵扣金额

转入了企业利润 , 从而有效提高了以后年度的投资

收益率。因此 ,增值税转型会直接强烈刺激企业投

资 ,从而连锁带动社会和民间资本投资。[ 11 ]

5、推动了招商引资工作 ,明显提高了合同签约

率与资金履约率。2005年以来 ,中国华润集团、首

旅集团、法国麦依思合作集团、匈牙利费耶乐州代表

团等许多国内外投资者相继来吉林省进行考察 ,洽

谈合作了一批项目。2005年 ,吉林省新批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 348户 ,同比增长 13. 7 % ;实际利用外资

6. 6亿美元 ,同比增长 46. 1 %。截至 2006年上半

年 ,吉林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191户 ,总投资 17. 8

亿美元 ,合同外资金额 9. 5亿美元 ,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 21. 7 %、78. 6 %和 119. 5 %。[ 12 ]

四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对于企业来说不仅仅是

减轻了税收负担。平安证券的研究报告也认为 ,实

行消费型增值税 ,短期可为企业减负 ,增加企业投资

积极性 ;长期可以刺激投资 ,提升内需 ,促进企业技

术更新改造 ,配合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

1、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值税转型给企业带

来的好处 ,已经从此前的试点工作中得以体现。有

数据显示 , 2004年 7月至 2007年底 ,辽宁省共为试

点企业办理抵退税额 91. 4亿元 ,占同期全省国内增

值税收入的 5. 1 %。在 91. 4亿元抵退税额中 ,地方

分摊了 25. 0 % ,约为 22. 9亿元 ,平均每年不过 6. 5

亿元 ,这样 ,既处于地方财力可承受范围内 ,又使企

业税负明显减轻 ,特别是冶金、石化和装备制造三个

行业税负下降最多 ,增值税税负由原来的 5. 4 %降

到了 4. 9 %。[ 5 ]
2007年 7月至 2008年 9月 ,增值税

改革试点为武汉市钢铁、电力等企业减负 15. 5亿

元 ,平均每月减负 1亿余元。其中 , 2007年为 9. 5

亿元 , 2008年前三季度 ,增值税改革带来的企业增

值税支出减负为 6亿多元。据测算 , 2007年 7月至

2008年 9月 ,武汉市八大行业的企业因增值税改革

受益的金额相当于去年全市国税系统税收收入的 5

%左右。[ 13 ]

2、可以鼓励企业扩大投资 ,有利于企业固定资

产的升级换代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扩大增值税

抵扣范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资金

紧张 ,对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鞍钢、本钢、北台钢铁公司三家企业 ,占到

了 2007年辽宁省抵退税总额的 32. 3 %。以鞍钢为

例 ,到 2007年底共获 21. 25亿元退税 ,期间固定资

6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 5期 (总第 70期 )



产投资达 633. 9亿元 ,增加税金 198亿多元。沈阳

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是受益于增值税转型的大型国

企典型代表。从 2006年起 ,集团开始搬迁重组改

造 ,增值税累计抵扣退税 5500多万元 ,每年 1000～

2 000万元的退税额为大型国企再发展提供了资金

支持 ,让企业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够“轻

装上阵 ”。

3、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 ,推

动产品更新换代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企业

产品竞争力。市场竞争 ,就是价格竞争。实施增值

税转型后 ,试点地区企业的产品将不再含有固定资

产进项税额本 ,在同等条件下 ,将能够促使企业扩大

生产规模降低产品价格 ,从而具备了较其他地区和

行业产品更加有利的市场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国际

市场上 ,出口产品是以完全不含税的价格参与市场

竞争 (如中部地区 ) ,将更加有利于提升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 ,促进企出口的积极性。

4、对民营企业发展具有同样的作用。一方面增

值税转型有利于降低成本费用 ,提高产品竞争力 ,为

企业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由于税收优惠

政策的实施 ,企业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和合作者 ,对企

业盘活资产 ,转型改制起到了很好的支持。近几年

国有企业改制给民营经济腾挪出大量的发展空间 ,

而增值税‘扩抵 ’等优惠政策又对民营企业具有极

大的吸引力和促进作用 ,使得民营企业快速崛起。

不仅民营企业户数在急剧增加 ,省民营经济实力也

在飞速发展。据权威数据显示 , 2000年时吉林省民

营企业为 10 420户 ,到 2005年底跃升至 90万户。

2000年吉林省民营经济完成产值才 165. 6亿元 ,

2006年吉林省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达到了 1 500亿

元。[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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