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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1994年我们进行了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
最广、内容最深刻的工商税制改革，建立了初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税制体系
。
　　税制改革前的1993年，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规模仅4118亿元，而且是在中央决定进行税制改
革和分税制改革，带动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得来的。
税制改革以后，机制理顺了，中国的工商税收形势持续增长，每年的增加额都在1000亿元左右，
到1997年，税收收入的规模已经达到8225亿元，恰巧比1993年翻了一番。
2000年和2001年，税收收入当年增加均达到2000亿元以上，从而使得2001年税收收入达到15166亿元，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这些成绩是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获得的，说明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始终认为，一场成功的税制改革，离不开充足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税制改革前后过程中，许多理论界的资深经济学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设计税制改革方案提供理
论基础。
1994年税制改革后，时间已经过去了8年，8年的实践，积累了无数的经验。
8年以来的理论探索，使我们对现行税制的评价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客观，对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
的方向也越来越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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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税收理论前沿》收集、整理出近几年来税收理论研究的优秀论文，汇集成书，方便读者了
解税收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实践的各种问题，为完善税制提供理论准备，很有
必要。
我愿大家共同努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出成果，实施精品战略，共同为繁荣税收理论研究事业
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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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怎么办？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
抬基数固然违背了中央的意图，增大了合理解决分税制基数的难度。
但从另一角度看，它亦调动了地方政府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把不少预算外的收入变成了预算内的收入
。
问题是，被抬上去的基数如何消化？
从1994年年初到6月份，中央先后派出了十几个检查组分赴各地核实基数，企图挤出不合理的收入成分
。
但困难重重，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依然没有什么结果。
为了统一认识，寻找对策，当年7月份，部党组决定在北京的德宝饭店召集有10个省市财政厅局长参加
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因其在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后来被冠之于“德宝会议”之
名。
大家关起门来，就解决抬基数问题带来的困难共商良策。
　　一位来自沿海地区的财政厅长出了一个好点子：与其“争”基数，“砍”基数，不如“同心同德
向前看”。
我很受启发。
看起来，解决财政税收问题，还得从做大蛋糕人手。
于是，大家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做大蛋糕保基数上来了。
到会议结束时，一致同意将当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率由原来的8%调高至16%——相当于1993年增长
率48%的1/3。
此后不久，10月份举行的全国预算处长会议又拿出了保证当年财政收入增长16%的三条政策。
这就是，完成当年增收计划的省市，保上年基数；完不成当年增收计划的省市，按未完成数字大小相
应扣除上年基数；超额完成增收计划的省市，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
国务院批准了这三条政策。
由此，1993年的抬基数问题终于解决了，并且落到了实处。
当年——即1994年——的税收收入达到5070亿元，比1993年增长了953亿元。
既消化了抬基数的水分，又保住了各省区市的基数，中央和地方皆大欢喜。
　　回过头来看，尽管当时的做法是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让了“利”，但同由此换回的效益相比，付
出的成本还是值得的。
毕竟新税制在1994年顺利出台了，机制理顺了，把预算外的钱搞到预算内来了。
而且，从那时起，中国的税收收入形势一年比一年好。
此后的3年，每年的增长额，都保持在1000亿元左右的规模上。
到1997年，税收收入的总规模为8234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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