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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蕾）财
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去
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近 9 万
亿，同比增长 22.6%，税收占
GDP比重超过19%。其中企
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
的比重为 18.7%，财政部认
为，去年企业效益较好等因
素致使税收平稳增长。

税收占GDP比重
逐年上升

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
全国税收总收入为 89720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16509 亿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
布的数据，去年我国内地
GDP 超 47 万亿，同比增长
9.2%。由此计算，去年我国
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超
过19%。而我国2000年的税
收 收 入 占 GDP 比 重 为
12.8%，此后逐年增加，2008
年税收收入比重超过 18%，
2010年则超过19%。

值得注意的是，2011 年
GDP约为2000年GDP的4.7
倍，相比之下，2011 年的税
收收入则是2000年的7倍。

财政部方面分析称，去
年税收总体平稳增长是经
济平稳较快增长、物价上
涨、企业效益较好等因素的
综合反映。

分税种来看，去年所得
税增速较快。去年企业所得
税实现收入 16760.35 亿元，
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增速
加快19.2个百分点。企业所
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
重为 18.7%。此前包括许小
年等经济学家分析称，我国目
前企业的税负较重，影响了企
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活力。

个税同比增长25.2%

去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
入 6054.09 亿元，同比增长
25.2%。个人所得税收入占
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

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主要
是城镇居民个人收入。财政
部相关部门称，随着资本市
场和艺术品市场发展，个人
股权转让以及拍卖收入大幅
增长，带动居民财产转让所
得税快速增长。同时，居民
收入持续增长，去年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14.1%，带动工资薪金、个体
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较快
增长。此外，税务机关加强了
对高收入者及股权转让个人
所得税的征管，保证了相关
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

房产税快速增长

去年，与汽车、房地产相
关的税种增速回落明显。房
地产营业税和契税同比分别
增长 14.9%和 12.1%，比上年
增速分别回落 17.5 和 30 个
百分点。

契税的税基大体相当于
土地和房产的交易总金额，

土地的交易额与国土部门的
用地规划密切相关，房产的
交易额主要受新建住房、二
手房的交易量和价格的影
响。财政部称，契税收入增
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商品房
销售额增速放缓，房地产开
发商购置土地的意愿下降。

与此同时，土地增值税
和房产税实现快速增长，去
年 土 地 增 值 税 同 比 增 长
61.3%。土地增值税的税基
是纳税人销售新建房屋和二
手房的土地增值收益总额。

去年房产税实现收入
1102.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3%。房产税的税基是企
业保有的自用房产原值总额
和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总
额，它的增长速度是由纳税
人房产的保有总量和房屋出
租价格的增长速度决定的。
而房屋租赁价格上升是房产
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去
年居民消费价格中的居住类
价格上涨5.3%。

去年全国税收近9万亿 增逾22%
税收占GDP比重超过19%；财政部认为去年企业效益较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剑文昨日对本报记
者表示，目前的税收收入
规模相对较高，要达到民
富国强的目标就应该藏
富于民，适当进行结构性
减税。目前应该减税的
税种没有减到位，而又增
加了新的税种。

他认为，增值税、消
费税和营业税等间接税
应成为减税目标。数据
显示，去年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占
总体税收的比重分别为
27%、7.7%和 15.2%。

“整个税制改革应当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刘剑
文说，如何更好地制定和
遵守法律,行政机关应当
转变执法理念，而立法机
关对行政机关的博弈非常
重要。他认为应当将税收

的有关条例尽快上升到法
律，虽然目前全国人大在
做这项工作，但进展步伐
缓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宏观经济研究员倪红
日表示，从税收收入的绝
对量和增速上来看，确实
增长较快。

她认为应当进行结
构性减税，目前中国的税
制结构需要进行调整和
不断完善，在一些税种上
减税，而涉及资源和环境
等方面的税种则需要适
当增税。

此前独立经济学家
谢 国 忠 撰 文 称 ，中 国 需
要减税 1 万亿元人民币
左 右 ，许 善 达 认 为 减 税
规模至少可以达到千亿
规模。

（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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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玮
青）近日有报道称，银监会
正在研究新政策，允许国内
银行对地方政府贷款进行
大规模滚转，将一些地方政
府债务到期日延后四年。
对此，昨日接近监管层的人
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银
监会尚未出台允许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展期和借新还
旧的政策。

多数项目可覆盖
贷款本息

近日有报道援引知情
人士的话称，由于许多贷款
的本金无法偿还，各银行已
开始延后地方政府债务的
到期日，以避免出现违约
潮。在某些情况下，到期日
将被延后多达四年。

但昨日接近监管层的
人士表示，整体来看多数

项目的现金流可以覆盖贷
款本息。而通过一些风险
缓释措施，如增加押品或
追加担保，部分还款来源
不足的贷款，其风险状况
也可以得到改善，不会形
成系统性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
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
机构、所属事业单位等通过
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
等资产设立，具有政府公益
性项目投融资功能，并拥有
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
实体。此前多方对地方融
资平台贷款安全问题表示
担忧。

分析称地方财政
捉襟见肘

不过此前，银监会副主
席周慕冰去年 10 月份在参
加一个论坛时曾表示，对原

有期限安排不合理的平台
贷款，在其满足担保抵押落
实、合同补正到位等条件
后，根据现金流与还本付息
的实际匹配情况，经批准可
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或展期
一次。

华安证券昨日发布报
告称，随着我国房地产调控
的持续，占地方财政收入很
大比例的土地出让金大幅
缩水，从债务延期可见地方
财政捉襟见肘，面临较大的
债务压力。贷款展期成为
解决、延缓问题的办法之
一，而从实际情况看，不少
平台贷款确实需要展期。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
济学家朱海斌则认为，中国
目前财政状况整体健康，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尚不
至引起债务危机，但会在近
期给地方政府带来融资和
流动性方面较大的压力。

银监会尚未允许地方平台贷展期
接近监管层人士称，多数项目现金流可覆盖贷款本息，不会形成系统性风险

■ 背景

地方贷将
迎偿债高峰

2009 年，央行和银监会
发文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
行企业债等融资工具，拓宽
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
资金融资渠道”。此后，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及
融资规模飞速发展。

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0 年年底，中国
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
债务余额共 10.72 万亿人民
币，占我国GDP的约四分之
一。在未来三年内，其中将
有超过 4万亿的平台贷款到
期。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将迎来偿债高峰。

本报讯 （记者沈玮
青）昨日商务部发布消息
称，该部国际贸易谈判代
表兼副部长高虎城近日
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
时表示，希望美国放宽对
华出口管制，扩大具有竞
争 优 势 的 产 品 对 华 出
口。他还称，中国愿意与
美方共同改善贸易不平
衡状况。

高虎城表示，金融危
机以来，中美双方经贸合
作受到一些影响，但中美
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
始终不变，两国的共同利
益远大于分歧。他指出，
2011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
增速高于其从中国进口增
速，今后中国将实行更加
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未
来 5 年进口规模有望超过
8万亿美元。

商 务 部 数 据 显 示 ，
2011 年 ，中 美 贸 易 额 达

到 4467 亿 美 元 ，创 历 史
新高。美对华出口突破
1000 亿 美 元 关 口 ，同 比
上升 20%，中美已互为第
二大贸易伙伴。不过近
一 段 时 间 来 ，美 方 频 频
对从中国进口的清洁能
源产品发起贸易救济措
施，如太阳能电池（板）
和应用级风塔等。商务
部 曾 表 示 ，美 国 此 举 是
将自身竞争力因素导致
的产业发展滞缓问题归
咎 于 中 国 产 品 的 竞 争 ，
并 拟 采 取 限 制 措 施 ，中
国公众和企业对此强烈
不满。

此外，商务部部长助
理俞建华当地时间 13 日
下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
区举行的“中美企业合作
研讨会”上也表示，中国将
根据国内市场需求情况，
进口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工业品。

中方呼吁美方
放宽对华出口管制

2000年-2011年我国GDP及税收收入走势 本报记者李蕾据公开数据整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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