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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预期增长之后，消费税改革走向何
方？——改革的细节系列之一 

 
 

 

 

研究结论 

 2019年消费增速较前一年下滑，在此背景下消费税缘何高增长？我们判断烟

草是最大可能：（1）上游烟草相关 PPI与产量上升，而烟草税占到整体消费

税的一半以上，从一些地方性数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2）从上市公司数据

来看，酒类消费税两位数增长但幅度低于以往；（3）烟、酒之外，油、车是

消费税中另外两项重要组成，2019年承压但幅度有限；（4）展望后续，《国

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研究利用税收、价格调节等综合手段，

提高控烟成效”的调控背景下，烟草对整体消费税的贡献预计仍将保持。 

 如何理解消费税的改革方向？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之后，对于未来的消费税改

革，更应当从完善财政体系、增强地方财政实力的角度去理解，2009年卷烟

和成品油税率的调整即可说明。 

 消费税能弥补地方财政缺口吗？在增值税改革同时推进的情况下，我们测算

认为弥补程度有限，因此通过税目调整保证消费税高增长、将其改革为央地

分享税或将成为后续改革的要点：一方面，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同

时增值税“三档并两档”将为地方财政带来新的缺口，假设“三档并两档”过

程中 6%保持不变，将 13%、9%均调整到 10%，则减税规模将在 5000亿左

右，为地方带来 2500亿新增缺口，如 2021年实施则这一数字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2019年消费税录得 1.26万亿，假设 2020消费税增速 15%（受疫

情影响增速略低于 2019年）并给到地方，则对于整体地方财政来说 2020年

新增来自消费税的收入有 1900亿元，继续假设 2021年消费税增速 25%（试

点铺开）并给到地方，则 2021年新增来自消费税的收入接近 3000亿元，被

增值税改革的成效所部分抵消。 

 日本的消费税从无到有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动，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商品和劳务，

影响范围非常广泛，日本也因此采用一系列对冲举措来缓和税率变动对经济

的冲击，包括：（1）带头过“紧日子”：2012年日本通过了对国家公务员平

均减薪 7.8%的临时特例法案，增进民众对财税政策的理解是本轮减薪的目的

之一；（2）明确增税用途为社保开支：2014年伴随着消费税率的提升，这一

税种被明确全额作为社会保障财源，2019年再次上调税率时继续辅以实施免

费幼教、增加防灾减灾基础设施投资等，此外日本名列前茅的财政透明度也是

社会对政府“用之于民”信任的重要一环；（3）实行差异化税率：一些民生

相关的必需消费品税率维持不变；（4）“转嫁对策”特别措施法案：由于议

价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往往成为大企业转嫁成本的对象，日本公正交易委员

会将对多次拒绝涨价申请的大型超市及性质恶劣的大企业作公开曝光，保护

弱势的中小采购商和承包商；（5）其他减税措施：内容有法人税减免、向低

收入者、住房和新能源汽车的购买者给予现金补贴，等等。 

 当前我们考察增税、降税对企业的影响往往是静态的，即仅仅关注其对产品

价格与利润率的影响，忽略企业后续采取的行动，以及行业格局的变化，以

往情形显示，增减税都可能带来龙头优势的强化。2016年 10月 1日起我国

取消了对普通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征收消费税（高档品种税率不变），尽管这

是一个减税的举措，但业内讨论仍然得出“龙头逻辑”这一结论，理由是外资

护肤护发品生产企业利润空间大大增加，可以投入到中低端市场竞争中。 

 风险提示：从生产环节到流通环节的改革对征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或影响

试点范围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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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10日财政部发布了 2019年财政数据，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特征就是消费税的大幅增

长。全年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这两个减税力度最大的税种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 1.3%、-25.1%，而

消费税增速逆势冲高到 18.2%，2017-2018年分别表现为小幅增长（2017年 0.1%，2018年

4%）。 

与此同时，消费税也处在立法和改革的进程之中。其中，立法以稳为主，12月 3日财政部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没有调整征收环节和具体税率，但增加了国务院

可以实施消费税改革试点的表述；而改革则以“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

分”为目标， 9月 26日国务院印发的《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

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重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 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

发或零售环节征收。由于批发零售环节的价格往往较生产环节更高，因此可以起到“拓

展地方收入来源”的目的； 

（2） 先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条件成熟的品目实施改革，再结合消费税立法对

其他具备条件的品目实施改革试点，这意味着，出于稳定经济、平稳过渡的考虑，首批

改革并不涉及“烟酒油车”这些消费税中占比更高的类目； 

（3） 改革调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数，由地方上解中央，增量部分原则上将归属地方。 

本报告将从消费税增长的推动力、如何理解消费税的改革方向与目的等方面，综合论述我们对消

费税当前热点问题的看法。 

消费下行，消费税缘何高增长？烟草是最大可能 

消费税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并不十分相关。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8%，2018

年为 8.9%，与消费税相关的几个重点行业也未见大幅增长；此外，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累计同比的拉动为 3.5%，2018年为 5%，保持了一定增速但幅度低于前一年，两者均与消费税增

速走高背离。 

2019年消费税缘何高增长？由于缺乏更高频的消费税细分种类的数据，我们估算这一高增有以下

几个来源： 

1、 上游烟草产量与价格提升，而来自烟草的消费税占到整体消费税的一半以上。烟草消费税同

时存在于生产和批发环节，因此上游量价变动或对卷烟消费税收入带来影响。2019年卷烟产

量累计同比 1.2%，2018年为-0.4%，同时烟草制品 PPI录得 102.3%（上年同期=100），较

2018年 100.4%涨幅扩大。 

以福建为例，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尽管收购烟叶减少且实现税利总额变化不大，但上缴国

家财政去年增速有明显提高（9.3%，2018年增速 2.2%）：根据福建省烟草专卖局，2019年

全省烟草商业系统预计销售卷烟 166.46万箱，收购烟叶 143.4万担，实现税利总额 174.6亿

元，上缴国家财政收入 163.7亿元；2018年，全省烟草商业系统销售卷烟 165.87万箱，收购

烟叶 157.88万担，实现税利总额 169.52亿元，上缴国家财政收入 149.76亿元；2017年，全

省烟草商业系统销售卷烟 165.2万箱，收购烟叶 218万担，实现税利总额 169.5亿元，上缴国

家财政收入 146.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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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酒类消费税两位数增长，但幅度低于以往。汇总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四个申万三级行业

上市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消费税”（仅中报和年报披露此数据，因此这里截止到 2019Q2），

可知同比增速 10.7%（2018年末同比增速 39%，2018年 Q2增速 53%）； 

3、 烟、酒之外，油、车是消费税中另外两项重要组成，2019年承压但幅度有限。成品油方面，

消费税（系从量税）在生产环节征收，也就是由炼厂缴纳，截至去年 11月，产量累计同比增

速-0.1%，前一年同期增速 2.9%，略有下滑；汽车消费税同样下滑，但其在整体消费税中占

比 10%左右，影响可控。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认为在消费整体并不亮眼的背景下，烟草税的贡献可能较大，展望后续，这

一贡献预计仍将保持：2019年 7月 15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提到要“研究利用税收、价格调节等综合手段，提高控烟成效”，因此即使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

涨不可持续，下游价格可能也将受到政策调控而向上调整。 

图 1：过去若干年主要税种累计同比增速（%）  图 2：主要税种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烟草制造相关行业 PPI（去年同期=100，当月同比年均值）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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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消费税的改革方向？重在完善财政体系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之后，对于未来的消费税改革，更应当从完善财政体系、增强地方财政实力的角

度去理解，即使近期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以稳为主，没有调整征收

环节和具体税率，仍不改这一改革方向。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消费税能起到平衡和缓冲的作用，上一轮卷烟和成品油税率的调

整即可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对冲其他税种的下滑，缓解财政赤字压力，我国调高了卷

烟和成品油的消费税税率，对酒类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其中成品油的变动最值得关注，原因在于

相关税种开征至今，其变化幅度始终较小，而 2009年税率被大幅度上调，汽油消费税率提高 5倍，

柴油消费税率提高 8 倍（利用国际油价较低的契机增税从而促进节能减排也是一个考虑，但依法

筹措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资金是更为紧迫的目的）。 

增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尽管 2009年 GDP增速较上一年明显下滑（9.4%，2008年 9.7%，2003-

2007 年均为两位数增长），税率的提高以及居民消费的相对韧性导致 2009 年消费税增速一举达

到 85.3%，前一年为 16.4%，占比也从 4.7%提升到 8%，之后一直稳步上升，直到近年规模趋于

稳定。 

表 1：成品油税率变化历史 

税目（元/升） 

1994年 1月

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

消费税暂行

条例） 

2006 年 4月

1日（财政

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

调整和完善

消费税政策

的通知） 

2009年 1月

1日（财政

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

提高成品油

消费税税率

的通知） 

2014 年 11

月 29日（财

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

于提高成品

油消费税的

通知） 

2014年 12

月 13日（财

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

于进一步提

高成品油消

费税的通

知） 

1、汽油 0.2   1.12 1.4 

（1）无铅汽油   1.0   

（2）含铅汽油   1.4   

2、柴油 0.1  0.8 0.94 1.1 

3、航空煤油  0.1 0.8 0.94 1.1 

4、石脑油  0.2 1.0 1.12 1.4 

5、溶剂油  0.2 1.0 1.12 1.4 

6、润滑油  0.2 1.0 1.12 1.4 

7、燃料油  0.1 0.8 0.94 1.1 

数据来源：财政部官网等，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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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卷烟消费税变动历史 

实行时间/文件名 卷烟分类 

适用税率 

从价税率

（%） 

从量税额 

（元/支） 

1994 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甲类 45  

乙类 40  

雪茄烟 40  

烟丝 30  

1998 年 7月 1日国务院关

于调整烟叶和卷烟价格及税

收政策的紧急通知 

一类 50  

二类、三类 40  

四类、五类 25  

2001 年 6月 1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烟类

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甲类 45 
每标准箱（50000

支）定额税率 150元 

乙类 30 
每标准箱（50000

支）定额税率 150元 

2009 年 5月 1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烟产

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甲类 56 0.003 

乙类 36 0.003 

雪茄烟 36  

各类卷烟的商业批发 5  

2015 年 5月 10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卷烟

消费税的通知 

甲类 56 0.003 

乙类 36 0.003 

各类卷烟的商业批发 11 0.005 

雪茄烟 36  

烟丝 30  

数据来源：财政部官网等，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3：酒类消费税变化历史 

实行时间/文件名 酒分类 

适用税率 

从价税率

（%） 
从量税额 

1994 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粮食白酒 25  

薯类白酒 15  

黄酒  240元/吨 

啤酒  220元/吨 

其他酒 10%  

酒精 5%  

粮食白酒 25% 0.5元/500克 

薯类白酒 15% 0.5元/5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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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5月 1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酒类产品消

费税政策的通知 

甲类啤酒（出厂价>=3000

元/吨） 
 250元/吨 

乙类啤酒（出厂价<3000元

/吨） 
 220元/吨 

娱乐业、饮食业自制啤酒  250元/吨 

停止执行外购或委托加工已税酒和酒精生产的酒税款准予抵

扣政策 

2006 年 4月 1日 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和完善消

费税政策的通知 

粮食白酒 20% 0.5元/500克 

薯类白酒 20% 0.5元/500克 

2009 年 8月 1日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加强白酒消费税征收管理

的通知  

白酒生产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生产企业消费税计税

价格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70%以下的，消费税最低计

税价格由税务机关根据生产规模、白酒品牌、利润水平等情

况在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50%至 70%范围内自行核定。

其中生产规模较大，利润水平较高的企业生产的需要核定消

费税最低计税价格的白酒，税务机关核价幅度原则上应选择

在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60%至 70%范围内 

数据来源：财政部官网等，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4：消费税的占比与增速（%）  图 5：整体消费税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展望后续，消费税的整体规模或仍将以上行为主要趋势，同时调整具体税目（调入更多高档消费品

与服务，调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变得不再奢侈的商品），与增值税“三档并两档”改革共同形成“保

持税负水平总体不变”的格局。 

消费税能弥补地方财政缺口吗？考虑增值税后程度有
限 

除了增收以缓解财政压力，消费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在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首当其冲

的举措是将征收环节从生产转向流通，在这一过程中，中间环节利润的存在将使税基价值扩大，因

此即便税率不变，也能产生能够归属于地方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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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税收体制改革历史，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压力较大。比较 2019年与 2016年（营改增大面积

铺开之前）的税收收入，各地增值税的增加与营业税的减少仅仅是基本持平，远跟不上经济增长，

遑论加大开支、稳定增速的需求，中西部地区这一矛盾更加凸显。汇总来看，营改增开始实施的

2015年，各地营业税合计 19162亿元，2016年 10168亿元（减少 8993亿），2017年归 0（减

少 10168亿元），增值税相应提高，2016、2017年大增 8650、9450亿元（2015年仅增长 360

亿元），在不考虑财政支出需求扩张的情况下勉强平衡，但这一瓶颈伴随着 2019年的减税降费进

一步成为制约，改革已迫在眉睫。 

当前的改革举措下，消费税弥补地方财力的能力仍显不足。2019消费税累计录得 1.26万亿，假设

2020消费税增速 15%（受疫情影响略低于 2019年）并给到地方，则对于整体地方财政来说 2020

年新增来自消费税的收入有 1900亿元，继续假设 2021年消费税增速 25%（试点铺开）并给到地

方，则 2021年新增来自消费税的收入接近 3000亿元，被增值税改革的成效部分抵消。 

图 6：安徽税收收入（亿元，均为 1-11月累计值）  图 7：广西税收收入（亿元，均为 1-11月累计值）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8：青海税收收入（亿元，均为 1-11月累计值）  图 9：浙江税收收入（亿元，均为 1-11月累计值）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增值税“三档并两档”值得期待，但这将为地方财政带来新的缺口。2017年 7月 1日增值税税率

由 17%、13%、11%、6%四档简并到 17%、11%、6%三档之后，2018 年 5月 1日起下调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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