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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国家税务总局官员近日在
第五届中国企业税务管理创新大会上透露，
消费税改革将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方面是对
征收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将增大对“两高一
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税率；另
一方面将在征收环节进行改革，或将试点在
加油站对消费者征收成品油消费税，即由向企
业征收改为向个人征收。（9月24日人民网）

传闻已久的消费税改革终于箭在弦上了。
消费税税率的调整以及环节的变化，直

接关系消费者的税负水平与税负感受。
理论上说，改革当然是件好事，尤其是成

品油消费税从“价内”走向“价外”。
眼下的成品油消费税是典型的“价内

税”，即税金是价格的组成部分。
成品油消费税从“价内”改为“价外”，即

意味着税价分离，这有三方面好处：
首先，有助于强化纳税人意识，车主加油

后知道自己为国家财税作了多少贡献，明确
的税单也会加重消费者的税负感，从而真正
唤醒自觉节能减排的意识。

其次，理论上有助于减少重复征税环节，
降低油价成本，促进税制公平。

譬如以我国成品油消费税1元/升为例，
实际上在“价内税”式定价之后，还得在企业
环节按照这个定价征收增值税、城建税等其
他加税，因此，有专家测算车主实际税负大概
在1.029元/升。

一旦“价内”改为“价外”，消费税本身不
会再遭遇加税环节，虽然企业的增值税等还

是会传递到终端消费环节，但因为减少了重
复计征，油企成本必然下降，这给油价降低提
供了切实的空间。

再次，从企业方面来说，因为“价内税”属
于企业先行代缴，只有在销售完成后才能回
笼资金。换言之，在车主掏钱买油和交税之
前，油企已经代缴了这部分，因此，这种计征
方式大量占用企业资金，增加企业成本。

那么，税价分离之后，给企业减轻的资金
流负担要远超重复征税的负担，油价因此下
行带有无可狡辩的必然性。

然而，这种直接利好企业的税制改革，能
不能兑现价格利好是另一回事，公众的担心
在于：即便不指望降价，如果保障不到位，改
革很可能成为相关方面变相提价的理由。

譬如 8 元/升的油价，“价内税”改革之
后，终端零售点会不会售卖7.1元/升，并号称
价格已经“降至谷底”——反正 1 元/升的消
费税可以推脱为税负机关强制征收？

这样的担心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
几大油企上演炼油亏损的闹剧已经不是一
两年了。

更关键的是，我们不能漠视以下几个现实：
一是成品油价格改革尚未大幕开启，跟

涨不跟跌的习气仍未纠正；二是尽管“新 36
条”的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已全部出齐，但民营
油企仍处于水深火热中，市场话语权了了，定
价权更无从谈起；三是几大油企对价格的控
制力极强。

因此，“价内税”改革会否沦为变相涨价
理由？改革利好如何落实到终端油价里？这
些问题，必须在改革前梳理清楚。

“价内税”改革
莫成涨价理由

□尔冬

【新闻背景】 22日，我市在新区
博物馆广场举行了第六个城市无车日
的启动仪式。当日，不少市民选择步
行、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等绿色交通
方式出行。（见本报昨日A08版报道）

大家都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讲，无
车日是城市的一次行为艺术秀，是人类
对汽车以及由汽车折射出的工业化、城
市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的一种独特的反
思形式。这种“秀”的价值不可低估。

像我市在上个周末组织的文化骑
行等活动一样，它当然不能解决拥堵、
污染等问题，但它传递出一种低碳理
念，让“绿色交通”、“绿色生活”的观念
日益深入人心。

在无车日里倡导绿色出行，是与

国际接轨的表现，有利于激发市民参
与公益活动的热情，引导大家思考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的迫切性，并
认识自身在此过程中应负的责任。

无车日倡导绿色出行，或者搞限
行、限停都有一定意义，但更重要的是
对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改善，对城市
公共服务职能的完善。

试想，假如公共交通总是拥挤不
堪，换乘也十分不便；想骑自行车却发
现慢车道总是十分逼仄，停车也是个问
题——这时，不论是开车的还是不开车
的，对无车日活动的认同感、参与感都
会大大降低，甚至感到反感。

无车日，比的不是哪个城市马路
上的汽车更少，而是唤醒人们心底的
环保节能意识，更是提醒城市管理者
下大力气，去除市民出行的障碍。

无车日不能只是一场城市秀

微论撷英

借调查研究之名，或行游山玩水
之实，把调研变成了干部职工的福利待
遇；或行争取经费之实，把调研变成了
套取资金的渠道；或行联络感情之实，
把调研变成了拉关系、办私事的途径。

——《人民日报》刊文批评“调研顽疾”

一朋友举家移居美国加州旧金
山，孩子入学一年级。问孩子在校开
心不，沟通有无问题，答：开心、没问
题！班上基本都是中国人，课外班基
本都是北京人。

——简直（投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