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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居住不满 1 年，从中国境内取得所

得的个人 ；征税对象包括工资、薪金

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财产

租赁所得和经中国财政部确定征税的

其他所得 6 类。工资、薪金所得，以每

月收入减除费用 800 元以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每次

收入不足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 ；

4000 元以上的，减除 20% 的费用，以

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和其他所得，以每次收入为

应纳税所得额。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5% 至 45% 的 7 级超额累进税率 ；其

他 5 类所得适用 20% 的税率。

1981 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

只有 520 万元，不足全国税收收入的

万分之零点八，还不如城市房地产税

和屠宰税之类的杂税。随着经济快速

发展、个人收入逐渐增多和税制、税收

管理逐步完善，2019 年，我国的个人

所得税收入已经到达 10388.5 亿元，占

全国税收收入的 6.6%，位居全国 18 种

税收第四名。同时，个人所得税对于

调节个人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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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显著
支持科技进步期待更加积极有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闫坤 中国人民大学｜刘陈杰 

2020 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加力提效，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切实

采取措施，确保支持抗疫和减税降费

落地生根。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呈现

一季度大幅下降（3 月触底）、二季度

持续回升态势，6 月收入形势已基本

回归常态化。从支出结构来看，地方

基建类支出增速缓慢，6 月项目施工

可能受到气候因素影响，预计下半年

将持续发力。社保就业和卫生健康支

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边际减弱，反映

疫情冲击趋弱，经济回归常态化。随

着下半年经济逐步复苏，财政收入增

速回升，财政支出将实现更快增长。

减税效应显著，期待更多更大力度的

减税降费政策，激励实体经济。

面对海外日益严峻的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

们建议化危为机，加大对科技发展的

支持力度。具体而言，5G 产业链是未

来几年较为确定的行业性政策刺激方

向，据测算，我国在 5G 基础设施和应

用方面的投资在未来 2—3 年将累计

超过万亿元 ；医疗体制和医疗体系建

设也将是着眼长远的重点领域。新冠

肺炎疫情的一大经验教训就是全国医

疗应急体系和战略医疗物资储备体系

的建设 ；高端制造业是一国工业部门

的核心和硬实力，今后一个阶段我国

高端制造业需要得到重点扶持。

经济金融问题的重点在于提升实体

经济投资回报率

提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对于

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伟大复

兴具有关键作用。目前很多经济结构

和金融稳定的问题，主要是实体经济

投资回报率过低带来的。

具体而言，我国经济在 2014 年出

现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降低至资金

成本附近的新局面。我们认为 2014 年

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有

着重要意义的一年。从资本市场与实

体经济的关系而言，上证指数与实体

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在 2014 年以

前 为 正 相 关 (+57%)，在 2014 年 以 后

正相关减弱，有时甚至是负相关。从

热钱流动 ( 世界银行残差法，剔除虚

假贸易部分 ) 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角

度来看，2014 年以前热钱更多表现为

流入中国，2014 年以后表现为持续流

出中国。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看，

2014 年以后单位货币增量拉动 GDP

的效力在快速下降，也就是说刺激经

济所需要的货币宽松程度在扩大。种

种微观形态的表现综合起来，我们发

现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在 2008 年以

来持续下降，且在 2014 年附近降低至

金融市场无风险融资成本以下，这就

意味着过度的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

经济，更愿意在各类资产之间空转，

形成局部泡沫，威胁经济和金融稳定。

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于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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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成本，如果没有新一轮的供给侧改

革，实体经济的杠杆率水平将越来越

高，金融市场的泡沫化将进一步加剧。

从实证数据发现，经过 2016—2018 年

的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之后，实体经

济投资回报率水平开始抬升，目前已

经勉强略高于金融市场融资成本。虽

然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暂时脱离了危

险的区间，但仍需坚持供给侧改革，

提升投资回报率。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是连接货币

政策和通胀之间的重要枢纽。前瞻地

看，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实体经济

投资回报率偏低，同时各国货币当局

又往市场注入了巨量的流动性，未来

半年到一年会不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通

货膨胀，主要取决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有多少到达了实体经济，并真正进入

实体经济的再生产和再循环过程。按

照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

水平，资金主动进入实体经济的占比

不会很大，大部分行业的回报率依然

不具备吸引力，资金率先进入资产领

域的概率更大一些，全球宽松带来的

普遍通胀压力并不会失控。

加大对科技的投资，是实现实体

经济投资回报率提升的关键。经济增

长中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科技进步和

生产方式的改善。科技进步带来的力

量，可以使得生产函数摆脱要素投入

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也能带来持续

的规模经济。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具

有一定的准公共品的特点，具有较强

的正外部性，且私人投资科技研发失

败的概率很大。回顾日本、韩国在发

展高科技阶段的历史，可以发现都不

约而同地有国家资本的介入。

财税金融政策合力支持科技进步

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

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可以起到

托底宏观经济的作用。如果在短期政

策目标的基础上，加上对经济中长期

持续发展的考虑，将有助于化危为机，

变短期为长期，变刺激为发展，变危险

为机遇。未来科技创新、医疗健康、日

用消费等结构性机会较为显著。在激

烈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大背景下，

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将是大势所趋。

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总量和结构

的优势，持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和支

持。从治标的角度来看，短期调节经济

增长的总量措施主要为 ：一是提高预

算内财政赤字率和适度提升可监控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给地方政府经

济行为注入适度的活力。二是适度增

发一定规模的特别国债，给予特定扶

持行业中长期的低息资金支持。三是

适度通过发债减税降费的方式，给予

保障就业的中小企业一定程度上的支

持。着眼长远，利于经济发展的财政

体制改革应以可持续、促激励、保公

平为新的目标。第一，在预算内财政

支出中，适度提高对基础科学、高端

制造业的财政支持，更大力度地支持

和提高科技进步的各种基金和配套措

施。第二，对于初创的科技企业，给予

更大的税收优惠，提供足够的科技进

步奖励和便利。第三，对于科研人员和

科技成果的初期收益，给予更大力度

的减税政策。第四，对高等教育中涉

及基础科学科目，财政在教育资金的

安排上要更加明显地予以侧重支持。

货币政策虽然在传统意义上被认

为是基于总量的考虑，但近年来其总

量和结构的措施较多，对于支持科技

企业的效果也非常明显。短期调节经

济增长的总量货币政策主要为 ：短期

内货币政策宽松的必要性依然存在。

为了给中长期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创

造良好的环境和稳定的形势，2020 年

货币政策的主基调还将是稳健，保持

适度的宽松 ；央行通过直接向实体经

济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来对实体经济进

行结构性的扶持。本次疫情期间央行

给予出现短期困难的实体经济企业以

直接的资金补充，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也保障了短期经济特别是关键领域企

业的正常运转。我们认为，央行基础

货币投放机制的改善应该具有中国特

色，审时度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

创新性。货币政策在促进我国科技进

步方面可以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第

一，增加货币资金的专项安排，更大

力度地支持和成立对科技进步研究和

投资。第二，成立促进一级市场和二

级市场科技企业融资的专项基金，由

央行直接提供成本较为便宜的资金和

较长的信贷期限安排，降低科技型企

业的融资难度。第三，对科技企业的

海外并购提供足够的海外金融支持，

侧重支持核心技术领域。

从中长期治本的角度来看，提升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是避免资金“脱

实向虚”的根本。发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强制性制

度变迁”的后发优势，积极调动“诱致

性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需要调动

地方的积极性，改变以往地方追求经

济增长的“锦标赛”模式，形成促进科

技进步长期健康发展，经济结构趋于

高质量的更高追求。加强企业和政府

机构的预算硬约束，建立现代化经济

体系，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崇尚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激励相容的经济

发展环境。金融市场对科技型企业融

资功能的带动作用，将使越来越多的

企业和科研人员得到充分激励，在未

来一个阶段加速科技力量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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