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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改需考虑全球竞争力
文  |  许善达

2017 年 12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自 1986 年以来该国最大规

模的减税法案，并于 2018年 1月开始实施。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此前的

35％降至 21％，个人所得税的大部分税率也有所下降。

初步预测显示，未来10年，该法案将让联邦财政赤字增加1.46万亿美元，

平均每年推动经济增速提高不到 0.08 个百分点。实际上，美国减税的底气来

自于三方面：一是美国仍然拥有发行国债的空间。全世界资金都流向美国，为

其提供了发债的可能。二是美国的军费会节省一部分，包括要求海外驻军所在

国、北约各国分摊海外美军的军费。三是可以借机扩大、恢复制造业，进而扩

大税基。税率大幅下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回流动到美国去，这些资金不会去

从事那些低端制造业，而是会投入到高科技领域、企业研发和创新方面。据测

算美国GDP从 2%左右提高到超过3%，税基会扩大近一倍。

在这方面，美国已有先例。上个世纪 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

就促进了美国 IT行业大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把当时苏联、日本的制造

业统统甩在后面。时过 30余年，这一轮大幅度减税，很可能又在酝酿一个新

的发明创造高潮，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全球的利益分配而言，会出现一个

新的格局。

现在中央已经做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然而，面对美国的大幅减税，

在讨论我国企业税负高不高的时候，有人甚至说没有下降空间，不能再降了，

并就此争论不休。过去我们的经典税收理论，以及学院派的教科书，对于政策

效应的分析都是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里面。当一个经济体开放以后，会与

若干个经济体紧密相连，原有的税收理论、税收政策就会出现不再适合的新情

况。

在全球化时代，衡量一国税收水平高低、确定最佳税率，不能只根据国

内的情形论证，还要考虑全球竞争对手的情况。确定企业税负水平，一方面要

考虑政府开支情况，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全球综合竞争力。在全球化竞争形势

下，税制本身就是竞争力，税制设计中必须要考虑对企业和个人竞争力的影响，

税制竞争力因素重要性甚至超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因素。如果税制不利于提高

企业、个人竞争力，最终经济萎缩，企业、个人收入下滑，税源会丧失，也就

无从调节收入差距。

客观而言，我们不能光让企业提高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也要考虑

国家税收政策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对原有税收政策作出调

整，甚至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也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和处理的重大问题。

建议以不同税种对企业、个人竞争力影响进行评估，对不利于提高竞争力的税

种要优先调整，以降低其负面影响。具体方案包括：加快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

金步伐，从而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减轻企业用人成本；即使企业所得税税率

保持 25%不变，也应进一步加大税前研发费用扣除力度；适度降低工薪阶层

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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