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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当前舆论热点“馒头税”减税议案出发，分析了当前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制造业面临的瓶颈及后

果，认为继续推行结构性减税是缓解当前制造业空心化和资本逃离实业的有力工具。最后给出了在为制造业企业降低税负

方面进行结构性减税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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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馒头税”看继续实行

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

一、“馒头税”的缘由：税率过高利润薄

今年 2月，济南市政协委员、某面食公司副总经理潘耀民

连续三年在济南市两会上提案建议降低“馒头税”，引发了广

泛的关注。

事后山东国税局出面解释，目前我国并不存在“馒头税”

这一税种。潘代表在提案中所指的“馒头税”其实是指对馒头

生产企业征收的增值税，目前税率为 17%。

潘代表表示，我国现行馒头 17%的增值税税率是上世纪

90年代初制定的，而面粉、挂面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如今只

有 13%。馒头的生产过程并不比挂面复杂，增值额也并不高于

挂面。所以建议馒头也执行 13%的税率。

潘代表的议案在物价飞涨的今天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

了民众很大的关注甚至是许多中小企业主的共鸣。目前“一元

馒头两毛税”的说法已经走红网络。然而大多数网民更关注的

是民生税负。笔者计划从企业税负的角度进行定量分析，实事

求是地计算一个馒头的利润究竟是多少，一元的馒头中，究竟

又含了多少税。

下面以潘代表所在的企业为例进行分析。该公司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适用 17%的税率。经笔者调查，根据目前济南

的物价水平，一个普通馒头价格在 0.5元左右。每个净重 165

克。一公斤面粉大约出 1援4公斤馒头，一袋 25公斤的面粉市

价在 90元左右。

假定馒头制作的唯一原材料是面粉（将自来水、酵母等材

料略去不计）。按 500克面粉制作 7个馒头的比例，制作一个

馒头需要耗费买价为 0.26元的面粉，进行价税分离：0.26衣

（1+13%）=0.23（以下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面粉适用

13%的增值税，因此可抵扣进项税 0.03元（0.23伊13%）。

而按照原材料成本占产品总成本 60%的惯例，笔者估算

出一个馒头应分配的人工费、水电费等制造费用总计 0.15

元。

因此一个馒头的成本为 0.38元（材料成本 0.23元加上人

工、制造费用 0.15元）。出售给消费者时，价格为 0.5元。但 0.5

元是含税价，进行价税分离：0.5衣（1+17%）=0.43（元）。即 0.5

元中只有 0.43元才是主营业务成本，余下的 0.07元为增值税

销项税额。因此厂家需要缴纳增值税税额为 0.04元（0.07-0.04）。

如此算来，一个馒头的纯利仅为：0.43原0.38原（0.07原0.03）

=0.045元。不到 5分钱！这还没有扣除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等税费。而倘若企业年终时未亏损，这 5分钱还要再缴纳 25%

的企业所得税后才能最终落入企业口袋。

现假设国税局采纳潘代表的建议，将馒头的增值税税率

下降为 13%，而零售价不变。0.5衣(1+13%)=0.44。因此 0.5元的

售价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0.44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0.06元。

厂家可以少交 0.01元的增值税。

虽然这 0.01元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相对于减税前 4分

5厘钱的纯利来说，就显得尤为可贵了。何况企业馒头一天的

产量便是十几万个。政府降低了 4%的税率，却给企业增加了

20%的纯利。净利率也增长了近 3%。这对于竞争激烈的中小

型制造业企业来说，无疑是福音。

二、“馒头税”的背后：制造业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锱铢必较的“馒头税”背后，反映的是当前不容

乐观的制造业营商环境。

抛开原有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提，近几年来，以中小型民营

企业为代表的制造业在内承受着原材料价格全面上涨、民工

荒、融资难三座大山，在外则经受着全球金融海啸的严重冲

击。原本利润微薄的制造业目前面临着巨大的瓶颈。发改委的

中小企业司曾发布数据，单 08年上半年全国就有 6.7万家规

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

中小企业倒闭超过 1万多家。

幸存下来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情况也不容乐观。全国人

大代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认为，制造业的利润

已经被挤压到了极限，外贸出口行业利润甚至只有 3%或者

更低。

例如去年中新网报道，中国玩具商根据非洲土著用于驱

赶狒狒的乐器仿制的塑料喇叭“呜呜祖拉”，2010年南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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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比赛期间在世界各地以平均每两秒钟一个的速度售出，在

赛场上成为了令人瞩目的商业神话。然而我国设计出“呜呜祖

拉”的浙江某民营企业经过长达半年的加班加点生产，在世界

杯期间共卖出了 100万个，但纯利却只有 10万元。平均一个

盈利一毛钱。可见利润微薄到了何种程度。

利润微薄的情况之下，有些不负责任的企业为了求生存，

开始盲目的压低生产成本。于是地沟油、一滴香、假木耳等假

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甚至连以高科技、人性化著称的苹果产

品在华供应商也不惜用有毒溶剂正己烷擦拭 IPhone以降低

成本。

利润微薄的情况之下，资本从实业逃离更是意料之中。曾

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坚决不涉足房地产这一暴富领域的娃

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日前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时第一次向媒体表示，娃哈哈将不再坚守利润日益稀释的

制造业，要将手中的百亿现金投向商业地产和矿山等领域。

宗代表的讲话充分反映了目前我国制造业生存艰难的现

状。在开工不足、利润微薄的情况下，不少企业业主干脆将资

金从实业中撤出，由卖商品转向倒资本，将游资大量地投向股

市楼市等投资领域，直接造成了近几年股市的异常火爆和楼

价的长期居高不下。部分游资还进军收藏领域，开始大肆炒古

董、炒艺术品，甚至连茅台酒、邮票等冷门收藏品也被纳入投

机范畴。2010年底，一瓶 1958年的茅台拍出 145.6万元的价

格，创下茅台酒拍卖的历史最高纪录，“一瓶茅台酒换一栋房

子”的说法被大家“津津乐道”。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珍贵

资本就这样被浪费在这些不能真正创造国民财富的领域里。

制造业“不务正业”的后果便是产业空心化非常严重。温

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透露，温州金属打火机曾占据全

国产量 90%以上，一度有 500多家生产企业，现在剩下 100家

左右，正常维持生产的只有五六十家，能够盈利的就更少了。

倘若失去坚实的工业基础，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有

着难以想象的打击。因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 3月 5号的两会

上就指示 2011年将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笔者认为此举对目

前制造企业的困局有很大的缓解。

三、“馒头税”的启示：结构性减税势在必行

据统计，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 73 202亿元，绝对

数值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397 983

亿元，税收总额占到了 GDP总额的 18.4%。且税收年增长率

为 23%，远高于我国的 GDP 增长率 10.3%。减税空间比较

可观。

虽然一提到减税，便有不少官员表示反对，认为金融危机

已经缓解了不少，减税将导致财政赤字、影响政府职能发挥等。

并列举一系列数据以表明我国的税收负担尚在正常范围之内。

其实我国税收是否有超增长，税负是否过重等问题，在理

论界长期争论不休。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目前的重点。目前的

重点是政府必须要通过减税来帮助制造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型

制造业渡过难关，而且政府也确实有很大的减税空间。并且从

长期来看，减税带动的制造业发展必将使得课税基数增大，从

而弥补我国因减税所暂时损失的部分税收。

根据拉弗的供给学派研究表明，减税在刺激消费的同时，

也能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增加利润。企业只有在提高获利后，

才能真正有能力提高员工工资水平，缓解招工难危机，同时更

好地应对国际金融风暴的压力。

故而笔者认为代表们的建议非常有参考价值。我们透过

所谓的“馒头税”，看到了在赋税过高、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制造

业的困境。更看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向，即根据当前实际情

况继续推行结构性减税，以此提高企业利润额，改善实业企业

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有更多的资本去应对民工荒和金融危机

的压力。实业资金回归实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家的房

价上升和通货膨胀。促进宏观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对于结构性减税在缓解制造业税负压力方面的表现，笔

者有如下建议：

（1）诚如潘代表所言，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增值税等

各项税种的税目，减少“馒头”和“挂面”同类不同税的类似情

况发生；

（2）适当提高企业职工福利费支出准予扣除的比例。以帮

助企业有更大的空间改善员工福利，缓解用工难的现状；

（3）将我国年出口量大且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如服

装、玩具、鞋帽制造企业等退税率提高到最大值 17%，以降低

其产品成本，缓解其因金融危机和员工工资上涨导致的利润

缩水；

（4）2009年我国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是

我国税收史上的大事。消费型增值税有着促进企业固定资产

更新换代的优势，也显示了政府扶助企业的用心良苦。然而目

前我国第二产业中比重最大的是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固定资产在资本中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消费型增值

税对长三角、珠三角大量的纺织、服装制造企业的惠及程度还

有待提升。笔者建议可以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以

降低税率或采用 13%的低税率进行优惠；

（5）对小型微利企业、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在企业

所得税方面给予一定优惠。以帮助用工难的沿海劳动密集型

产业实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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