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关于中国商品中
含税过高的议论成为社会热
点话题。我国商品中含了多
少税？我国商品含税是否高
于发达国家？未来我国税制
结构应如何调整？税务专家
贾康认为，中国商品含税高，
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总体税负
就比发达国家重。

实际上，国内商品含税
高，是税制因素所致。经济
学家茅于轼曾对此形象地描
述，事实上任何一样消费，不
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
是用电交电费，打电话交话
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过

你不知道而已。因为间接税
隐匿在日常的消费中，很多
人察觉不到。

倘若我们用一些生活
的实例来描述间接税，或许
会更加形象和通俗易懂。
譬如，如果一个家庭每月用
10 吨水，其中，包含增值税
约5元，以及约0.5元的城建
税和教育费附加；再如，一
个家庭如果每月消费100度
电，那么其中就包括增值税
6 元，和 0.6 元的城建税与教
育费附加；还有，一位女士
日化用品若以每月 20 元计
算，其中含有增值税 2.9 元，

以及 0.29 元的城建税和教
育费附加等等。

中国学者对比中美的物
价发现，我国出口到美国的
商品的售价，比国内同类商
品便宜50%。专家认为，中
国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
业税等流转税导致物价居
高不下，我国商品中所含
的 税 比 很 多 发 达 国 家 都
高：是美国的 4.17 倍，是日
本的 3.76 倍，是欧盟 15 国
的2.33倍。

现在，尽管税务专家表
示，国内商品含税高，并不意
味着总体税负重，但是，这种
税制模式倘若不尽快改变的
话，会带来三重隐患。一方
面，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因为间接税像寄生虫一样，
潜伏在日常消费的角角落
落，每个消费者，只要买东

西，都会通过消费而向国家
间接纳税。即便是弱势群
体，一旦购买日用消费品，就
有相当一部分作为税款，流
进了国库，这不仅造成了税
收制度的不公平，也加重了
弱势群体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时，商品含税高
导致商品售价内外倒挂，不
利于提振内需。商务部的
一项调查显示，涉及手表、
箱包、酒、电子产品、服装这
五类产品的 20 种高档消费
品牌的价格，国内市场销售
价格比香港高 45%左右，比
美 国 高 51% ，比 法 国 高
72%。究其根源，是由于国
内对于部分品牌商品的综
合进口税率比较高，包括关
税、消费税等多个间接税，
最终造成国内外奢侈品价
格形成倒挂。资料显示，就

进口化妆品而言，在完税的
情况下，国内需要征收 50%
的进口关税，30%的消费税，
17%的增值税。可以预见的
是，在内外价格倒挂的背景
下，不仅会容易形成国内消
费者到国外消费的怪状，也
会让国内消费市场难以真
正启动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含
税高架空了纳税人的权利意
识。间接税的本质属性决定
了，纳税人不但不会明明白
白地去缴税，也很难享受到
税法所赋予的权利，并丧失
了对于税款、公共财政支出
进行监督的热情。纳税人权
利意识的失守，不但会增加
国家征税的随意性，也会让
公众被动地接受“加税”，没
有选择余地。

□吴睿鸫（河北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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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窥天下

商品含税高：隐匿背后存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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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悲剧仍在上演

间接税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纳税人不但不会明明
白白地去缴税，也很难享受到税法所赋予的权利。

比起私人债务，以地方政府、国家为主体的公共债务过去往往被认为信用状况更高，但是各国
政府一直在滥用这一认识，近些年纷纷过度举债，从国家到地方，从西方到东方，都面临公共债务
危机难以为继的局面。

■ 经济民生

■ 财经漫谭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的可能诱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做大蛋糕”的
原有动力难以为继。我国传
统的方式是低成本、低技术、
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
代价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
放、高污染。我们的劳动生
产率是美国的 1/12，日本的
1/11，创新对经济的贡献是
40%，而发达国家是70%。所
以，有人讲创新不足是中国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
的因素。

另一方面，“分好蛋糕”
的理想与现实落差很大。“十
二五”规划最精彩的地方是
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
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
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理想很好，现
实落差很大。2011年我国财
政收入突破10万亿，同比增
长24.8%，高出同期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13.4个
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速16.4个百分
点。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已
经超过日本，但是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 1/10。
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元也
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背后是
严重的贫富差距。

经过无数轮首脑峰会
和政治斡旋，第二轮希腊纾
困协议最终告一段落，但这
并不是曲终人散的时候。
当人们开始已经认为希腊
问题暂时风平浪静，但事实
很可能难遂人愿。

甚至，2月 25日至 26日
在墨西哥召开的二十国集
团(G20)会议，明里暗里围绕
着欧债危机问题展开，希腊
仍是担忧之一。有成员国
事先表示 IMF 增资的条件
需与欧元区扩大金融“防火
墙”条款相挂钩。

占欧元区 GDP2%不到
的希腊，如何还能掀起全球
市场轩然大波？原因还是事
关欧元的前景。如同之前欧

债危机中连环戏码一般，近
期最先做出看空反应仍旧是
评级机构。近日，评级机构
惠誉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
再度下调，由“CCC”下调至

“C”。在惠誉评级体系中，
“C”评级位于垃圾级的末
尾，这意味着希腊信用缩水
为“最垃圾级”，而且很可能
将在短期内违约。

惠誉这一最新表态无
疑对已经达成的第二轮希
腊纾困方案是一个打击。
在这一方案之中，欧元区财
长同意将在 2014 年前向希
腊派发 1300 亿欧元的援助
资金，同时希腊债券的私人
投资将接受债务减记，幅度
为53.5%。

平心而论，这一方案几
经周折出笼，能够最终达成
已经是较好结果。但是惠
誉对于这一结果却认定为

“有限违约”，无疑给未来希
腊前景重添不确定性。

“有限违约”也好，“债
务重组”也罢，无论如何认
定希腊正在发生的一切，事
实上不过是全球主权债务
危机的冰山一角。比起私
人债务，以地方政府、国家
为主体的公共债务过去往
往被认为信用状况更高，但
是各国政府一直在滥用这
一认识，近些年纷纷过度举
债，从国家到地方，从西方
到东方，都面临公共债务危
机难以为继的局面。

隔岸观察欧债危机，国
人往往会厌倦欧洲人喋喋
不休的连番讨论，不少观察
家提议，为什么不让希腊索
性退出欧元区？这一问题
的提出，事实上一方面低估
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危害，
尤其是在无序退出的情况
之下，榜样效应会使得其他
南欧大国比如西班牙感受
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低估
了欧洲人对于统一货币的
努力以及决心。正是这样
的原因，使得希腊仍旧将成
为未来欧债危机的一个定
时炸弹，能否解除，则是对
于政治家的能力和视野的
考验。

□费雪（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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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真堂活熊取胆经
营模式引发争议，多家动
物保护组织和数十位社会
各界人士写信给证监会，
反对该企业上市融资，扩
大规模。归真堂创始人邱
淑花接受采访时诉苦：这
是针对中医药行业的陷
害，早知这样就不搞上市。

据CCTV
短评：上市原来不仅

是针对股民的陷阱。

●近日发改委等八部
委下发通知，透露网购电
子发票将大面积铺开。
专家表示，“电子发票”背
后透露的信息就是，开网
店要纳税了。部分小网
店主担心从此网店价格
优势将消失；也有人认为
电子发票所增加的税收最
终会转嫁到商品价格中。

据《钱江晚报》
短评：税点 17 个，怎

会不涨价。

●小姚是北京某高
校 2011 年应届硕士毕业
生，目前在一家高新技术
企业从事新材料研发工
作。目前每个月平均税
前收入约 7500元，除去各
种开销后积蓄不到工资
一半。他说，生活在北京
让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
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据《新京报》
短评：安全感更来自

于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27日，上海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公布对安信
地板的首批抽查检测结
果：24种地板均未发现甲
醛释放量超标，但有 3 种
地板“面层木材名称”“尺
寸偏差”项目不符合标准。

据新华社电
短评：经验告诉我们

——出了问题的经过检
测通常都没问题。

●工信部近日发布
《2012 年度党政机关公务
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
意见稿)》。意见稿显示，
选用车型均为自主品牌，
涵盖 25 家企业 412 款车
型，而合资企业车型则全
部落选。据悉，此次公务
用车单辆汽车采购价格
比此前标准降低7万元。

据《广州日报》
短评：自主车的春天

快到了？

●上海税改试点至今
近两个月，一家运输企业
反映试点后税负增加了。
对此专家表示总体而言税
收负担不会增加，但是由
于企业经营模式等不同，
同样税率下不同企业改征
增值税后可能出现税收负
担增减不一的情况。

据《人民日报》
短评：专家的意思是

——税负增加，怪你自己
“出身”不好。

栏目主持人：灰常

■ 声音

辜胜阻

人均GDP
并不“真实”

据《辽沈晚报》报道，沈阳部分幼儿园从3月1日起
托费普遍上涨200元—300元。一家幼儿园表示，此次
涨价是把以前的艺术、舞蹈等特长班、特长课统一计算
在一起，也就是一次性交了托费之后，上这些特长课不
再另花钱。“加在一起一算，价格和以前是一样的。”

1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
办法》，严禁幼儿园以开办特色班、兴趣班等特色教育
为名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
央副主席辜胜阻昨日发表
文章表示，中国需要避免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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