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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减税？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有结构性和周期性两方面因素，那么稳增长就

应该从这两方面着手。减税则可以同时从解决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来

实现供给需求双扩张，从而达到生产扩张，但通胀温和。从需求端看，减税

可以刺激企业投资，扩张需求。从供给端看，减税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存量增

速、TFP 增速提升潜在经济增速，扩张供给。 

 减税的阻力在哪？ 

既然减税有那么多好处，那为什么很少有国家能大规模减税？因为减税

存在阻力。第一，支出约束。由于支出端硬约束，很难进行减税。第二，债

务风险。在支出无法削减情况下，减税将带来债务增加，不仅如此，李嘉图

等价的限制，以及发行债务带来的市场利率上升可能对居民、企业支出产生

挤出效应。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减税，因为我们的支出还有一些削

减空间，货币政策配合下的国债发行，必要时是可以使用的。 

 减税的规模的有多大？ 

2019 年两会将启动增值税降税第二轮改革，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税

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税率降至 9%，保持 6%

一档税率不变，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根据 2018 年我国增值税收入，

可以推算出 2019 年增值税将会按照悲观、中性和乐观三种情形下预计增值

税规模在 6.3-6.7 万亿元区间，这样测算出来 16%增值税税率下调一个百分

点降税规模在 2145-2270 亿元，10%档增值税下调一个百分点降税规模在

909-963 亿元，总计减税规模在 7300-7800 亿元左右。 

 减税有什么影响？ 

2019 年增值税减税幅度率高于市场预期，尤其是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

等行业现行 10%税率降至 9%，未来将会三挡并两档，最终向 6%档靠拢，根

据我们测算，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税率降至 13%，平均将会增厚净利润

8.01%，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税率降至 9%，平均将会增厚

净利润 3.3%，采掘、商贸、化工、计算机、纺织服装、通信行业将是增值

税减税最大受益者，其中化工、采掘、建筑装饰、医药生物、汽车制造业实

际减税规模都超过百亿。整体显示，增值税减税对上游制造企业利润增厚幅

度最为明显，采掘和化工净利润增厚幅度达到 13.99%和 10.95%，下游的食

品饮料、汽车制造等受益影响较弱，净利润增厚幅度分别为 6.03%、6.9%。

根据测算，此次降税有望推动制造业企业净利润总额增加 989.80 亿元，交通

运输业等净利润总额增加 84.99 亿元。 

 风险提示：政策落实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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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

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

的税率降至 9%；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 16%；等

等。2019 年我国减税规模较大，但也有人认为不及市场预期。那么，为什么要减

税？为什么减税规模会受限，即减税阻力在哪？2019 年减税规模到底有多大？减

税有什么影响？  

1、 为什么要减税？ 

税收是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减税的原因要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说

起。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

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图 1 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所谓结构性问

题是指，我国技术进步放缓，制度改革红利消退，激励兼容机制破坏，劳动力减少，

以及土地、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这些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下行趋势。周期性问

题是相对短期的，指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企业投资动力不足

引起的经济周期向下，以及一些部门债务风险较高需要去杠杆，引起的金融周期向

下。 

图1： 中国经济下行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 

 

资料来源：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既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有结构性和周期性两方面因素，那么稳增长就应

该从这两方面着手。从解决结构性问题来稳增长，起效慢，但却是稳增长的根本方

式，相反，从解决周期性问题来稳增长，起效快，但是只能熨平经济波动，无法使

经济长期增长。而减税则可以同时从解决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来实现供给需

求双扩张，从而达到生产扩张，但通胀温和（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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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减税可以实现供给需求双扩张 

 

资料来源：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从需求端看，减税可以刺激企业投资，扩张需求。企业是否投资由投资回报率

决定，而投资回报率和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等正相关，但是和资本存量、融资成

本、税收等负相关，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改变比较困难，目前中国提高投资回报

率主要从资本存量、融资成本、税收着手。去产能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提高投资回报

率，一方面，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作用下，去除一部分产能，自然提高投资回报率，

另一方面，破除一部分落后产能，保留先进产能，从而提高投资回报率。自 2018

年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做减法转向做加法，通过信贷、债券和股权融资三

支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通过减税增加企业利润，这些也会提高投资回报率。

2019 年的政策仍是 2018 年下半年的延续，去产能放缓，加大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税费，来提高投资回报率，从而刺激企业扩大生产、投资。 

在稳需求来方面，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各有优劣。减税的优势有：第一，相比

政府，企业的投资效率更高。第二，减税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而积极财政政策

需要，即使定向货币政策，也无法完全控制货币流向，这将增加债务风险、汇率风

险、房地产市场风险等金融风险。第三，降低企业债务风险。中国企业债务风险较

大，减税有利于降低企业债务风险。另外，前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使政府债务大量积

累，不加税情况下，扩大基建投资还会增加政府债务风险。增加政府支出的优势有：

第一，增加政府支出在程序上更快。第二，经济衰退境况下，居民和企业的边际支

出倾向下降，而政府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三，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重要性不在

于其本身，而在于乘数效应，即政府支出或税收变动一单位带来的整体收入变动幅

度，增加政府支出乘数大于减税乘数。 

仅从短期稳增长效果来说，增加政府支出的优势是大于减税的，但 2019 年政

府工作报告显示，政府支出增加幅度不如市场预期，这是因为政府明白中国经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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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仅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根据我们用生产函数法的测算，2012 年

之后，中国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但是经过 2015 年以来的去产能，实际产出低

于潜在产出的幅度已经很小，未来几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只有 5%-6%。在不

解决结构性问题之前，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稳增长，最后带来的只是债务风险和通

货膨胀。 

如果考虑到对供给端或者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减税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因

为减税不仅可以扩张需求，还可以提高潜在经济增速，扩张供给。 

首先，减税可以提高资本存量。在折旧率确定情况下，影响资本存量的是投资。

减税刺激企业增加的投资，是短期需求，也会形成资本存量，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

因素。我们用永续盘存法对中国资本存量及其增速进行了测算，发现 2010 年之后

资本存量增速大幅下降。另外，我们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速影响因素拆分发现，资本

存量增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绝大部分，TFP 增速和劳动力增速的贡献已经

很小，如果能够提升资本存量的增速，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扭转下行趋势。中国

人均 GDP 还不到一万亿美元，在技术进步难以大幅提升，劳动力增速不断下滑情

况下，仍需要大规模投资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而减税则是重要的激励方式。 

 

图3： 2010 年之后资本存量增速大幅下滑 

 

资料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其次，减税可以提高 TFP 增速。影响 TFP 增速的有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

模效率和配臵效率等。我们测算的近几年中国 TFP 增速趋于 0，这主要是资源配臵

效率下滑引起的，未来几年 TFP 可能会负增长。比我们更悲观的是，世界大型企

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2014）认为，2007-2012 年中国 TFP 增速就已经

连续为负。减税可以提高企业利润，进而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进行人力

资本积累，提高 TFP 增速。另外，绝大部分税收是扭曲税，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

对价格，降低了资源配臵效率，减税本身就有利于提高资源配臵效率。结构性减税，

还可以引导资源流向高效率部门，进一步提高资源配臵效率，进而提升 TFP 增速。 

可见，减税不仅可以用于短期逆周期调节，也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不仅

可以用于熨平经济波动，还可以用来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可以通过供给需求双

扩张，实现产出增加的同时，通胀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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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减税的阻力在哪？ 

既然减税有那么多好处，那为什么很少有国家能大规模减税？因为减税存在阻

力。 

第一，支出约束。由于支出端硬约束，很难进行减税。支持减税的一个理由是，

根据拉弗曲线理论，减税可以通过刺激经济扩张实现税基的扩大，最达到税收增加。

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更适合长期情景，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拉弗曲线理论。美国

1980 年代的减税消除了“滞胀”，但结果却是财政赤字大幅上升。 

第二，债务风险。在支出无法削减情况下，减税将带来债务增加。不仅如此，

发行国债带来的市场利率上升可能对居民、企业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另外，李嘉图

等价限制下，发行国债和加税的效果是一样的，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增加储蓄、减少

开支，应对未来的增税，这也是发行国债对经济的挤出效应。由于美元国际铸币税

的存在，国际资本对美债的购买，一方面可以不断地为美国提供融资，使美国债务

风险很小，另一方面，降低了市场利率，进而导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较

低。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不够，中国国债发行面临的困难要比美债大很多。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减税，因为我们的支出还有一些削减空间，对于

国债发行的挤出效应也不必过度担心，一方面，货币政策配合下的国债发行，作为

跨时空优化资源配臵的工具，必要时是可以使用的；另一方面，也不用过度担心李

嘉图等价的限制，由于企业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或者缺乏金融工具平滑支出，李嘉

图等价至少短期内不成立。 

 

3、 减税的规模的有多大？ 

两会报告明确 2019 年稳增长将更加依赖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一个重

要着力点就在于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注重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2019 年

减税降费规模达到 2 万亿元，结构性减税方面主要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

业现行 16%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税率降至 9%，

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 6%一档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

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关于增值税改革，最早源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财税

„2016‟36 号文（以下简称 36 号文）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各项具体实施办法。

明确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后的具体细则，并

对现行关于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和邮电通信业的增值税规定做出了修订。36

号文中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至此，增值税将全面替代营业税，覆盖原来适

用营业税的所有行业。36 号文第三章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 6%、11%和 17%三档税

率以及零税率，具体适用如下表所示。征收率一般为 3%，主要适用于小规模纳税

人。36 号文中规定的增值税应税行为被分为三个大类：销售服务；销售无形资产

（新增）；销售不动产（新增）。其中，销售服务细分为七个类别：交通运输服务、

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建筑服务（新增）、金融服务（新增）、现代服务、生活服务

（新增）。 

除了上述新增的分类外，36 号文对部分原有分类进行了调整（例如，原归入

现代服务业中文化创意服务商标和著作权转让被归入销售无形资产大类）。对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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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进行了更加宽泛的定义，连锁经营权、会员权、网络游戏虚拟道具、域名等资

产出售也被明确纳入增值税范畴。具体的税目分类如下： 

表1： 增值税应税行为 

税率 缴税行业 

17% 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11% 
提供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

转让土地使用权 

6% 
提供增值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销售土地使用权以

外的无形资产 

零税率 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特定跨境应税行为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018 年末，国内增值税缴税规模达到 61529 亿元，超过所得税成为我国第一

大税种，因此增值税政策变化备受市场关注。根据十九大精神，2018 年 5 月 1 日

开启增值税第一轮改革，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17%降至 16%，将交通运输、

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 11%降至 10%。增值税

前两档分别下调 1 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增值税三项改革 2018

年 5-12 月减税规模约 2700 亿元，制造业减税占 35%。2019 年两会将启动增值税降

税第二轮改革，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

业现行 10%税率降至 9%，保持 6%一档税率不变，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

根据 2018 年我国增值税收入，可以推算出 2019 年增值税将会按照悲观、中性和乐

观三种情形下预计增值税规模在 6.3-6.7 万亿元区间，这样测算出来 16%增值税税

率下调一个百分点降税规模在 2145-2270 亿元，10%档增值税下调一个百分点降税

规模在 909-963 亿元，总计减税规模在 7300-7800 亿元左右。 

表2： 增值税改革之后应税行为 

2018 年增值税

调整后税率 

2019 年增值税

改革后税率 

缴税行业 

16% 13% 
工业，制造业，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或进口货物（另

有列举的货物除外）；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10% 9% 

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气、

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图书、报纸、

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粮食、食用植物油；饲料、化肥、

农药、农机、农膜；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提供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

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 

6% 6% 

提供增值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销售土地使

用权以外的无形资产、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

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商务辅助服

务等其他现代服务；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

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等其他生活服务 

零税率 零税率 

国际运输服务、航天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

的相关服务； 

财政局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服务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3： 增值税税率变动对增值税收入影响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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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增值税

（亿元） 

预计 2019 年增值税

增收规模（亿元） 

原税率 占比 税率下调 1%对增值税收入

影响（亿元） 

 

61529 

67128（乐观保持

9.1%增长） 

16% 54.15% 2270 

10% 14.35% 963 

6% 31.50% 3524 

65220（中性保持 6%

增长） 

16% 54.15% 2207 

10% 14.35% 935 

6% 31.50% 3424 

63374（悲观保持 3%

增长） 

16% 54.15% 2145 

10% 14.35% 909 

6% 31.50% 3327 

资料来源：《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年评估报告》，财政部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注：

“占比”数据来自《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年评估报告》，《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

年评估报告》主要根据 OECD（2012） 和 Reckon LLP（2009）增值税税基测算方法，从国民核算

基本账户入手，采用自上而下方法，以最终消费支出数据为基础对其进行相应调整。 

 

4、 减税有什么影响？ 

根据我们测算，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税率降至 13%，平均将会增厚净利润

8.01%，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税率降至 9%，平均将会增厚净利

润 3.3%，采掘、商贸、化工、计算机、纺织服装、通信行业将是增值税减税最大

受益者，其中化工、采掘、建筑装饰、医药生物、汽车制造业实际减税规模都超过

百亿元。整体显示，增值税减税对上游制造企业利润增厚幅度最为明显，采掘和化

工净利润增厚幅度达到 13.99%和 10.95%，下游的食品饮料、汽车制造等受益影响

较弱，净利润增厚幅度分别为 6.03%、6.9%。根据测算，此次降税有望推动制造业

企业净利润总额增加 989.80 亿元，交通运输业等净利润总额增加 84.99 亿元。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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