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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月 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标

志着这个拥有 19亿人口、接近 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

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区域将有 90%的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

2010年 1耀5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 1 118亿美元，增

长近 58豫，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和泰

国的贸易往来也逐年增长，据泰国海关统计，2007年泰中两

国双边贸易增长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 310.6亿美元，增长

22.6%。其中泰国对中国出口额 148.4亿美元，增长 26.5%，泰

国从中国进口 162.2亿美元，增长 19.3%。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泰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不断扩

大，两国税收制度的差异将会引发重复征税和国际偷税、避税

等税收冲突，必将会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对中国

与泰国税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泰税收制度比较

1. 税制结构比较。泰国一直奉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

型税制结构。泰国的经济具有较高的商品化和社会化水平，个

人收入水平较高，税源丰厚，税基牢靠。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

合型税制结构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调节收入的分配，促进

经济的稳定增长。

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间接税和直接税双主体税制结构，间

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 60%左右，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 25%

左右，其他辅助税种数量较多，但单项税收收入比重不大。

比较而言，在税制结构上，中国和泰国均采用复合税制，

两国基本建立了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中心的间接税、以个人

和公司（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两者相结合的现代税制。

相对而言，中国的税种多达 19种，结构较为复杂，泰国的税种

在 10个左右，两国税种设置差异较大。即使是同一税种，其性

质、税率、征收范围和减免细则也不一样。从税收收入结构来

看，泰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大体相当；中国以间接税为主

体，直接税比重较低。

2. 中泰税收权限比较。税收权限的核心是税收立法权。

我国的税权高度集中，税收立法权统一归中央。从目前我国宪

法的有关规定看，地方政府可以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限。但

实际上，我国的税收权限却高度地集中于中央。几乎所有的地

方税的税法、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的实施细则，都由中央制定

和颁布，地方只有征收管理权限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管办法

和补充措施的权限。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税收权限划分模式，

既有确保国家税法统一方面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难以使

税收的征管与各地复杂的经济情况及千差万别的税源情况充

分协调、无法使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税收杠杆调节地方经济运

行的问题。迄今为止，关于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

尚无一部法律对之加以完整规定，只是散见于若干财政和税

收法律法规中。

泰国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课税制度，但税收立法权和征

收权也主要集中在中央。从 1992年开始，泰国政府特别是泰

国财政部就积极着手讨论财税的地方分权问题。但是，直到

1997年新的宪法颁布之时，泰国的财税体制才真正进入由中

央向地方分权的阶段。泰国政府于 1999年正式颁布了《地方

分权法案》，该法案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财税管理

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这标志着东亚金融危机后，泰国财税地

方分权改革正式开始。

3. 中泰宏观税负比较。中国与泰国在资源禀赋、经济发

展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但总体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宏观税

负水平较为接近，宏观税负水平都不高。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

的 1992 耀 1996年，泰国的税收收入一直处于持续增长阶段，

1996年税收收入占到泰国GDP的 18.2%。东亚金融危机使得

这一数字在 2000年下滑到 14.5%。2001年泰国经济进入恢复

期，税收收入在 2005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6年泰国税

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为16.2%；中国宏观税负从 2000 耀 2007

年一直处于稳步提高的态势，2005 耀 2007年平均为 16.6豫，与

泰国大体相当。

在税率上，中国与泰国相比税率各有高低、总体水平有一

定差别。中泰两国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制，泰国增值税的基本

税率为 7%，中国 17%的增值税基本税率相对较高。企业所得

税的税率，泰国为 30豫；从 2008年 1月 1日起我国实行两税

合并，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 25豫的税率。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泰国实行从 5% 耀37%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

37豫；我国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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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税制结构、税收权限、整体宏观税负水平及税收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对中国与泰国的税收制度作了比

较并得出有益启示，以促进我国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推动两国乃至东盟各国间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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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泰两国税收管理机构比较。泰国财政部是泰国负责

财政和税收管理的主管部门，下辖财政政策办公室、总审计长

厅、财政厅、海关厅、国货税厅、税务厅、国债管理办公室等 7

个厅，其中负责税收征收管理的主要是税务厅、国货税厅及海

关厅。泰国税务厅主要负责所得税、增值税、特种行业税及印

花税的征收，是泰国财政部负责税收征管的最高管理机关；税

务厅实行厅长负责制，其组织机构在全国分为两个部分，即中

央税收管理和各府税收管理机构。国货税厅负责对汽油及汽

油制品、非酒精饮料、空调等电器、汽车、摩托车、游艇、香水、

羊毛地毯、电池、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等某些商品或服务征收

特定商品消费税；国货税厅也实行厅长负责制。海关厅是财政

部直属的政府机构，主要负责进出口关税的征收，代征进出口

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等，并负责海关监管工作，打击走私、偷

逃税等违法行为及国际贸易便利化。

我国现行税务机构设置是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税务总局，

省及省以下税务机构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系

统。国家税务总局对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机构、编制、干部、经

费的垂直管理，协同省级人民政府对省级地方税务局实行双

重领导。国家税务局系统包括省、地区、县国家税务局、征收分

局及税务所，主要负责增值税，消费税，铁道、各银行总行、保

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增

值税为主的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

金融企业所得税，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证券印花税，

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

税，中央税的滞补罚收入等的征收和管理工作。地方税务局系

统包括省、地区、县地方税务局、征收分局及税务所，主要负责

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

税，房产税，屠宰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方国有、集

体、私营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筵席税，地方税的滞补罚收入及

地方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等的征收和管理工作。海关系

统负责关税、行李和邮递物品进口税、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和

消费税的代征工作。地方财政部门负责征收和管理地方附加、

契税、耕地占用税。

总体来看，中泰两国均在统一的领导机构下分设下级税

收管理机构，中国分设有税务、财政和海关三大机构，泰国分

为税务厅、国货税厅及海关厅，机构设置基本相同。但中国除

在中央设置国家税务总局外，省以下税务系统还分设国家税

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分别履行中央税、地方

税以及中央地方共享税的管理职责。

二、我国税收制度的完善建议

1援 优化税制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直接税所

占的比重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主要以间接税为

主。我国现有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表现在：第一，间

接税比重过大（约 60豫，仅增值税一项就占 40豫左右），负担过

重。第二，直接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偏低，个人所得

税偷逃现象较为严重。第三，在具体税种的设置方面也存在不

少问题：有些税种重复设置，如车船税；有些税种性质相近、征

收有交叉，如印花税和契税；有些国际上通行中国也应当开征

的税种没有开征，如社会保障税、财产税、遗产税等。此外，地

方税制不完善，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不够合理。因此，我国

应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税制结构，适当降低流转税的比

重，提高所得税的比重，开征社会保障税，逐步建立以增值税、

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通过增值税体现税

收的组织收入功能，所得税实现经济调控功能，社会保障税起

到稳定社会的功能。

2援 赋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

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经济资源包括税源都存在较大差异，采

取“适度分权”的模式，在不违背国家统一税法的前提下，有前

提地、适当地给地方下放一些税收立法权，由省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地方税税源分布情况和基本财政需

要，可选择或调整某些地方税收的税种、税率、税基，减免、开

停征及征收管理等事宜；自行制定发布地方性税收法规并报

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备案。

3援 优化税制结构，适当降低税率，以保持宏观税负水平

的基本稳定。目前，我国宏观税负仍处世界较低水平，但近年

来宏观税负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这种增长趋势继

续下去，必然会有过高之时，它将会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应在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管效率后，适当降低税率，使

得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增长得不致过快。增值税方面，泰国实行

7%的低税率，易于实现出口退税，有利于企业资金周转，提高

出口的积极性。我国由于增值税税率较高，退税率变动频繁，

且拖欠退税款的情况比较普遍，不利于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

用。另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 9级超额累进税率，许

多新生的所得项目未列入个税的征税范畴。因此，应逐步扩大

个税征税范围，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减少累进税率级

次，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建立规范、严密的个人收

入监控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体系，完善代扣代缴制度。优化

税制结构，使宏观税负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公平税收负担，促

使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4援 实现“国地”机构合并，降低纳税成本。我国是一个中

央集权的国家，税权集中在中央政府。将现有的国家税务局和

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进行合并，组建新的单一的国家税务机

构，统一税收征管职能、实行垂直领导，既能保证国家集中税

权，划分收入级次，明确各级事权，加强宏观调控，以便国家集

中财力办大事，又能有效克服现行税务机构过于庞大、行政效

率低下的弊端。这种税务机构设置有利于税收管理向专业化

分工发展，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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