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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涉及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法人税等多个主要税种。

其中，消费税增税仍是日本税制改革的核心议题。为缓解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消费税增税对经

济的冲击，日本政府制定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引入优惠税率、汽车相关税大幅减税、住

宅贷款个税扣除进一步扩充等。此外，法人税和国际税收等也是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

革的重要方面。这些税改内容不仅对日本国内经济形势、财政状况、中央和地方关系等

造成影响，也对日本融入国际税收体系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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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日本２０１９年度税制改 革 相 关 法 案 开 始 实 施。从

总体方向和主 要 税 种 来 看，２０１９年 度 日 本 税 制 改 革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个 要

点。一是消费税税率预定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由现行的８％提高至１０％，为

缓解消费税增税可能造成的景气下滑和消费低迷，日本政府实施一系列

应对措施，重 点 是 汽 车 和 住 宅 领 域 的 大 幅 减 税。二 是 在 法 人 税 改 革 方

面，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和设备投资，设立特别法人事

业税，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三是在国际税收制度方面进一步完

善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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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消费税增税及其应对措施

　　日本消费税自１９８９年开征以来，一直是日本税制改革的热点议题。

日本社会各界围绕消费税增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按照日本税

改计划，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消费税税率将由现行的８％提高至１０％。这是继

１９９７年４月（税率由初始３％提高至５％）和２０１４年４月（税率由５％提

高至８％）两次增税后，消费税自开征以来的第三次增税。

（一）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８％提高至１０％

根据２０１２年日本“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大纲，日本消费税税

率将分两个阶段由当时的５％提高至１０％。第一阶段为２０１４年４月，先

由５％提高至８％；第二阶段为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再由８％提高至１０％。但

是，出于经济形势和政治因素等考量，在２０１４年４月实现按期增税，税率

提高至８％之后，日本政府两次推迟税率提高至１０％的时间，第一次是延

期一年半推迟至２０１７年４月，第二次是再延期两年半推迟至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经此两次延期，日 本 社 会 各 界 对 消 费 税 的 关 注 度 不 断 提 高，消 费 税

增税及其应对措施也成为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中最显著的内容。

鉴于前两次消费税增税对经济景气和民间消费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为缓解此次增税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是

税率方面，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消费税税率提高到１０％的 同 时，导 入 优 惠 税

率制度，对符合规定的食品饮料和新闻报纸仍然实行８％的税率。这一

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减轻消费税增税对居民基本消费品的影响。

其次，在２０１９年度日本政府预算中，设置总额为２万亿日元的特别

预算用于增税缓冲对策，主要包括非现金结算返还点数和附加优惠商品

券等。非现金结算返还点数，是指消费者在使用信用卡等非现金结算方

式时，按购物额的 一 定 比 例 返 还 点 数，这 些 点 数 可 以 在 下 次 购 物 结 算 时

使用；附加优惠商品券，是指面向低收入家庭和育儿家庭等，发放面额超

过实际支付价格的商品券，例如，以２万日元的价格购入面额２万５千日

元的商品券，差额５千日元由政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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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中，针对消费税增税后购入的汽车

和住宅，日本政府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减 税 措 施，旨 在 预 防 增 税 后 民 间 消 费 的

迅速冷却，刺激大 型 消 费 的 增 长，维 持 宏 观 经 济 的 稳 定。据 日 本 政 府 测

算，消费税增税后单一年度汽车和住宅相关税的减税额度将达到１６７０亿

日元。时隔五年半 的 消 费 税 再 增 税，配 合 汽 车 和 住 宅 领 域 的 大 幅 减 税，

使得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呈现出“大增大减”的特征。

（二）汽车相关税大幅减税

作为消费税增税的应对之策，汽车和住宅领域的减税是２０１９年度日

本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这 一 减 税 政 策 在 汽 车 领 域 表 现 为 汽 车 保 有 环

节和购置环节的相关税减税，在住宅领域则表现为住宅贷款个税扣除进

一步扩充。

在具体操作层面，汽车领域的减税涉及两个主要税种。一是对汽车

保有期间每年征收的“汽车税”，按照汽车排量的大小，进行相应的减税，

减税对象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消费税增税后购入的汽车。每辆车每年减税额

度在１０００日元至４５００日元之间，排量越小，减税幅度越大。根据这一政

策，排量在１０００ＣＣ以下的小型 车，每 年 减 税４５００日 元；排 量 在１０００ＣＣ

至１５００ＣＣ之间的，减税４０００日元；排量在１５００ＣＣ至２０００ＣＣ之间的，

减税３５００日元；排量在２０００ＣＣ至２５００ＣＣ之间的，减税１５００日元；排量

在２５００ＣＣ以上的，减税１０００日元。这是自１９５０年 日 本 设 立“汽 车 税”

以来的第一次减税。

二是将汽车购置环节一次性征收的“汽车购置税”，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后改为以油耗为 基 准 的“环 境 性 能 比 例 税”，税 率 为 汽 车 价 格 的０～３％，

油耗越低，税负越 轻。且 在 消 费 税 增 税 后 的 一 年 内，税 率 较 基 准 水 平 下

调１％，即税率最高为汽车价格的２％。

（三）住宅贷款个税扣除进一步扩充

与我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相类似，日本住宅贷款也是个人所

得税的扣除项目之一。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是以符合条件的住房贷款利

息支出在纳税人综合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中进行扣除，而日本是按住宅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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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在个人所得税额中扣除。

按原日本税法规定，住宅贷款余额的１％可以在个人所得 税 额 中 扣

除，最长扣除期限为１０年，最高额度为每年４０万日元。此次日本税改针

对这一政策进行 了 扩 充。在 扣 除 期 限 上，将 扣 除 期 限 延 长 三 年，即 最 长

为１３年，且在延长的三年间，最高扣除总额为住宅购入价格的２％，这样

意味着消费税税率由８％升至１０％所增加的那部分购房支出，在个人所

得税中进行了补偿。

　　二、法人税改革及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调整

　　通过减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和研发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

长，提升创新水平，是近年来日本法人税改革经常采取的 方 法。在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税改中，对 法 人 税 的 减 税 政 策 进 行 了 扩 充，进 一 步 加 大 在 研 发

投资和设备投资 方 面 的 税 收 优 惠 力 度。同 时，设 立 特 别 法 人 事 业 税，将

原有的一部 分 地 方 税 进 行 国 税 化，从 而 对 中 央 和 地 方 财 政 关 系 进 行 再

调整。

（一）扩大研发投资税收优惠

为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日本税法规定研发投资的一定比率可以在法

人税中进行扣除，即，税额扣除＝研发成本×税额扣除率。同时，为了鼓

励企业每年增加 研 发 投 资，设 置 研 发 增 减 比 率，衡 量 当 年 度 研 发 投 资 与

以往年度研发投资相比的增减程度，并将税额扣除率与研发增减比率相

关联，研发投资增量越多，税额扣除率越高。这样，不仅刺激企业进行研

发，还诱导企业每年增加研发投资，从总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根据原税法规定，如表１所示，设置５％的临界 点，按 研 发 增 减 比 率

超过５％和低于５％的不同情形分别使用不同的公式计算税额扣除率，税

额扣除率的上限为１４％，下限为６％，研发增减比率越高，税额扣除率越

高。举例说明，如果企业当年度研发成本较以前年度研发成本提高５％

（即研发增减比率为５％），则计算得出的税额扣除率为９％，说明企业当

年度研发成本中的９％可以在法人税中扣除，假设企业研发成本为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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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日元，则能够扣除的法人税额为１０００万×９％＝９０万元。如果研发增

减比率提高，例如提高到１０％，则根据公式计算税额扣除率为１０．５％，说

明企业当年度研发成本中的１０．５％可以在法人税中扣除。反之，如果研

发投资较以前年度有所减少，税额扣除率将会随之降低。例如企业当年

度研发成本较以前年度研发成本减少５％（即研发增减比率为－５％），则

计算得出的税额扣除率将降为８％。

表１　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对企业研发投资税额扣除的规定

原规定 新规定

研发增
减比率

税额扣除率
税额扣
除上限

研发增
减比率

税额扣除率
税额扣
除上限

大企业

超过５％

９％＋（研 发 增
减 比 率 －５％）
×０．３
（上限为１４％）

法人税
额×２５％

超过８％

９．９％＋（研 发
增 减 比 率 －
８％）×０．３
（上限为１４％）

法人税
额×２５％

低于５％

９％－（５％－研
发增 减 比 率）×
０．１
（下限为６％）

法人税
额×２５％

低于８％

９．９％－（８％－
研发 增 减 比 率）
×０．１７５
（下限为６％）

法人税
额×２５％

中小企业

超过５％

１２％＋（研 发 增
减 比 率 －５％）
×０．３
（上限为１７％）

法人税
额×３５％

超过８％

１２％＋（研 发 增
减 比 率 －８％）
×０．３
（上限为１７％）

法人税
额×３５％

低于５％ １２％
法人税

额×２５％
低于８％ １２％

法人税
额×２５％

　　注：新规定的适用期间为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在这一期间之后大企业

研发投资税额扣除率的上限将由１４％下调至１０％。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平 成３１年 度 税 制 改 正 の 大 綱」、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ｊｐ／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ｏｕｔｌｉｎｅ／ｆｙ２０１９／３１ｔａｉｋｏｕ＿ｍｏｋｕｊｉ．ｈｔｍ。ＫＰＭＧ　Ｊａｐａｎ，“ＫＰＭＧ　Ｊａｐａｎ　Ｔａｘ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９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ｈｔｔｐｓ：／／ａｓｓｅｔｓ．ｋｐｍｇ／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ａｍ／ｋｐｍｇ／ｊｐ／ｐｄｆ／２０１８／ｊｐ－ｅｎ－ｔａｘ－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２０１８１２．ｐｄｆ．

　　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改将临界点由５％提高到８％，按研发增减比率超

过８％和低于８％的不同情形分别设置公式计算税额扣除率，使得税额扣

除率对企业研发投资增量更加敏感（参见表１）。例如，按新规定，如果企

业研发增减比率为５％，则计算得出的税额扣除率为９．４％，较原规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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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０．４％；如果企业研发增减比率为－５％，则计算得出的税额扣除率为

７．６％，较原规定降低０．４％。这说明，研发投资税额扣除的额 度 更 加 依

赖于企业研发投资的年度增长程度，政策导向更倾向于鼓励研发增量。

（二）鼓励中小企业设备投资

为鼓励中小企业进行设备投资，提高营业能力，激发经济活力，日本

税法中专门 针 对 中 小 企 业 设 备 投 资 设 置 了 相 应 的 税 收 优 惠 制 度，包 括

１９９８年开始实施的中小企业投资促进税制，２０１４年开始实施的商业、服

务业、农林水产业中小企业活力增强税制，２０１７年开始实施的中小企业

经营强化税制等。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主要针对以上三项中小企 业

税制，将优惠政策的适用期间延长两年至２０２１年，并且将适用条件进一

步明晰和规范（参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对中小企业设备投资税收优惠的规定

中小企业投资
促进税制

商业、服务业、农林水产业
中小企业活力增强税制

中小企业经营强化税制

适用期间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追加条件

通 过 战 略 性 投 资 提 高 营
业 能 力，经 特 定 机 构 认
定，企 业 经 营 状 况 改 善，
年 营 业 额 或 营 业 利 润 提
高２％以上

适用 对 象 为 特 定 的 能
够提 高 企 业 营 业 能 力
的设备，对 适 用 对 象 的
范 围 进 一 步 明 确 和
规范

特别折旧 特别折旧３０％ 特别折旧３０％ 全额折旧

税额扣除 取得价格×７％ 取得价格×７％ 取得价格×７％

税额扣除上限 三项合计为法人税额的２０％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平成３１年度税制改正の大綱」。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ｊｐ／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ｏｕｔｌｉｎｅ／ｆｙ２０１９／３１ｔａｉｋｏｕ＿ｍｏｋｕｊｉ．ｈｔｍ。ＫＰＭＧ　Ｊａｐａｎ，“ＫＰＭＧ　Ｊａ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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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企业投资促进税制是指中小企业购置特定机械装置时可

以进行税收减免，包括３０％的特别折旧或７％的税额扣除。这里需要说

明的是，税额扣除 和 特 别 折 旧 是 日 本 法 人 税 税 收 减 免 的 两 种 主 要 方 式，

税额扣除是指直接在法人税应纳税额中进行扣减，特别折旧则是将固定

资产折旧费提前 计 提 至 当 期，从 而 减 少 当 期 应 纳 税 所 得 额，进 而 减 少 法

人税应纳税额，两者操作的环节不同，但都能起到税收减免的效果。

商业、服务业、农林 水 产 业 中 小 企 业 活 力 增 强 税 制 是 指 这 些 产 业 中

的中小企业为改善 经 营 环 境 而 进 行 店 铺 整 修 等 设 备 投 资 时 可 以 进 行 税

收减免，包括３０％的特别折旧或７％的税额扣除。此次税改还限制了能

够使用这一优惠税制的中小企业的范围，规定中小企业应通过战略性投

资实现营业能力 的 提 高。具 体 条 件 是，经 特 定 机 构 认 定，企 业 经 营 状 况

得到改善，年营业额或营业利润提高２％以上。最后，中小企业经营强化

税制是指中小企业 购 置 能 够 提 高 生 产 经 营 能 力 的 特 定 设 备 时 可 以 进 行

税收减免，包括固定资产全额折旧或７％的税额扣除。此次税改还将适

用该税制的设备范围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三）特别法人事业税的设立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

日本法人税分为国税和地方税，其中，国税税种为法人税，地方性税

种主要包括法人事业税和法人住民税。由于企业大多分布在大城市，企

业缴纳的地方税收入也相应的向大城市集中，造成大城市和其他地区的

财政收入不均衡。此次日本 税 改 将 属 于 地 方 性 税 种 的 法 人 事 业 税 中 的

一部分分离出来，设立特别法人事业税（国税），由中央政府征收，再由中

央财政向地方财 政 进 行 分 配，其 目 的 是 协 调 财 源，增 强 中 央 财 政 的 调 配

能力，促进大城市和地方平衡发展。

在这一政策下，约三成的法人事业税（地方税）被吸收到新设的特别

法人事业税（国税）。在再分配过程中，东京都、大阪府和爱知县（名古屋

市所在地）的地方 财 政 将 会 减 收，而 琦 玉 县、千 叶 县、神 奈 川 县 等 地 方 将

会有数百亿日元 规 模 的 增 收。其 中，东 京 所 受 的 影 响 最 大，法 人 事 业 税

的国税化将使东京都税收收入减少４２００亿日元。如果加上以前年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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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时已经确定的法人住民税的地方再分配部分，东京都向地方转移税收

合计将超过９０００亿日元，相当于失去总税收收入的两成。

　　三、国际税收制度的完善与强化

　　近年来，国际税收是日本税制改革的重点，每年度均有所涉及，主要

内容是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ＢＥＰＳ，Ｂａｓ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项目下，对日本的国际课税规则进行调整。

ＢＥＰＳ是二十国集团（Ｇ２０）领导人在２０１３年９月圣彼得堡峰会委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启动实施的国际税收改革项目，其目的是

修改国际税收规则，遏制跨国企业利用国际税收规则存在的不足以及各

国税制差异和征 管 漏 洞，在 全 球 范 围 内 规 避 纳 税 义 务、侵 蚀 各 国 税 基 的

行为。经过两年的准备工作，ＯＥＣＤ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发布ＢＥＰＳ项目１５

项行动计划成果报告，并在当年１１月举行的Ｇ２０安塔利 亚 峰 会 上 得 到

Ｇ２０领导人批准。２０１７年６月，６７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位于法国巴黎

的ＯＥＣＤ总部共同签署《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

转移（ＢＥＰＳ）的多边公约》，中国和日本均为该公约的首批签署方。

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中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主要是在ＢＥＰＳ行

动计划的框架下，对利息扣除规则和转移定价安排做出调整。在利息扣

除规则方面，由于 利 息 支 出 在 计 算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时 予 以 扣 除，跨 国 集 团

可能通过支付利息转移利润而造成税基侵蚀问题，因此应对利息的过度

扣除做出规范。日本于２０１２年导入“过度利息支付”税制，限制利息费用

的税前扣除比例。此次日本税改根据ＢＥＰＳ行动计划的建议对“过度利

息支付”税制做出一定调整。

根据此前的规定，过度利息支付仅适用于关联方，即对“向关联方净

支付利息”这一项 限 制 税 前 扣 除 比 例，而 新 规 定 将 向 第 三 方 支 付 的 利 息

也纳入管控范围，对包含向第三方支付利息在内的“净支付利息”进行税

前扣除限制。税前 扣 除 限 制 的 依 据 是 企 业 息 税 折 旧 及 摊 销 前 利 润，即，

可以税前扣除的利息费用＝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固定扣除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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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税前扣除的利息费 用＝净 支 付 利 息－息 税 折 旧 及 摊 销 前 利 润×固 定

扣除率。固定扣除 率 的 设 置 是《ＢＥＰＳ行 动 计 划———对 利 用 利 息 扣 除 和

其他款项支付实现的税基侵蚀予以限制》的关键环节，根据该行动计划，

此次日 本 税 改 将 固 定 扣 除 率 由 原 先 的５０％下 调 为２０％（ＢＥＰＳ建 议 为

１０％～３０％），即可以税 前 扣 除 的 利 息 费 用 为 息 税 折 旧 及 摊 销 前 利 润 的

２０％，超出的净支付 利 息 不 得 在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中 扣 除，但 可 以 在 以 后 七

个年度的未占用抵扣限额的范围内进行扣除。

此外，在转让定价 安 排 方 面，由 于 无 形 资 产 在 交 易 时 价 值 评 估 不 易

确定，此次日本税改根据《ＢＥＰＳ行 动 计 划———无 形 资 产 转 让 定 价 指 引》

和《ＯＥＣＤ转让定价指南》，对无形资产交易的公平价格计算方法进行了

扩展。对于难以寻找可比独立交易的无形资产，将ＯＥＣＤ推荐的现金流

量折现法 纳 入 转 让 定 价 方 法 体 系 中，作 为 计 算 无 形 资 产 公 平 价 格 的

依据。

　　四、日本税制改革的影响

　　２０１９年度日本税制改革涉及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法人税等多个主

要税种，不仅对日本国内经济形势、财政状况、中央和地方关系等造成影

响，也对日本融入国际税收体系起到一定作用。

（一）经济景气恐遭冲击

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１４年两次消费税增税，均对日本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

特别是２０１４年４月消费税税率由５％提高到８％之后，日本私人消费急

剧下降，虽然进入２０１５年之后开始逐渐缓和，但并没有显现出较大起色。

２０１５年第一季度至２０１８年第四季度，各季度私人消费环比 增 长 率 平 均

仅为０．１５％。私人消费占日本ＧＤＰ的比重约为六成，私人消费不振，对

日本整体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此次为缓解消费 税 增 税 对 经 济 景 气 的 影 响，日 本 政 府 采 取 了 一 系

列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尚存疑问。如 前 文 所 述，此 次 的 应 对

措施主要包括总额约２万亿日元的非现金结 算 返 还 点 数 和 附 加 优 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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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券等增税缓冲政策，以及汽车和住宅领域的 大 幅 减 税 政 策。但 是，在

２０１４年增税前，日本政府也曾进行过多次测算，并实施了总 规 模 达５．５

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 用 于 增 税 应 对 措 施，但 增 税 后 经 济 所 受 的 冲 击 仍

然超出了预测。此外，像附加优 惠 商 品 券 这 样 的 政 策 并 不 是 第 一 次 提

出，此前日本政府也曾实施过，例如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 时 和２０１４年 末 消

费税增税后，但 附 加 优 惠 商 品 券 对 提 振 消 费 所 起 到 的 作 用 非 常 有 限。

而与非现金结算返还点数相类 似 的 政 策，２０１５年 日 本 政 府 就 作 为 消 费

税对策提出过，当时的政策是对饮料食品的消费 税 进 行 返 还，但 由 于 操

作复杂、手续繁多、返还有限、老龄人口难以适应等 诸 多 原 因，这 一 政 策

被撤回。

消费税增税之所以会对日本经济景气造成较大的影响，其直接原因

在于消费税属于流转税，在商品生产、流通各环节进行征收，优点是税基

广泛、税收稳定、受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小等，这也是日本在经济增速

放缓之后，选择通过开征和提高消费税以扩充财源的动机，而同时，消费

税税率的提高也将直接作用于商品流转额，因而会对私人消费和经济景

气造成冲击。但是，如 果 究 其 背 后 更 深 层 次 的 原 因，则 在 于 日 本 国 内 的

结构性问题。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扩大，人口结构偏差、少子老龄

化加剧，经济系统 抗 压 能 力 较 弱、刺 激 经 济 增 长 和 维 持 财 政 稳 健 难 以 两

全等结构性问题，是消费税增税背景下日本经济增长和消费需求难有起

色的深层原因。

（二）财政困境难以摆脱

日本消费税设立和增税，是基于日本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这一深刻背

景。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原有的

以直接税为主体 的 税 收 制 度 显 露 弊 端，财 政 收 支 开 始 恶 化，财 政 赤 字 不

断扩大。为增加财 政 收 入，当 时 的 日 本 政 府 提 出 设 立 消 费 税 的 构 想，但

以失败告终。直到１９８９年，日本消费税才以３％的税率正式登上日本历

史舞台。此后日本朝野和社会各界围绕消费税增税争论不休，数任内阁

因此折戟，包括１９９７年提出财政重建计划而将消费税税率由３％上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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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的桥本内 阁，其 选 举 失 利 和 内 阁 解 散 也 是 有 消 费 税 因 素 在 其 中 的。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日本少子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费不断膨胀，国债连年

增 发，财 政 收 支 日 益 严 峻，缓 解 财 政 压 力 已 经 成 为 刻 不 容 缓 的 问 题。

２０１２年，日本朝野终于达成一致，“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

案成立，将消 费 税 改 为 特 定 目 的 税，税 收 收 入 全 额 作 为 社 会 保 障 财 源。

基于这一法案，消费税税率于２０１４年上调至８％。

由此可见，日本消费税增税的主要目的，是为改善日本财政状况，特

别是缓解社会保障费不断扩大而造成的财政压力。此次消费税增税，税

率由８％提高到１０％，预计产生增税收入５．７万亿日元。根据原计划，增

税收入中的约１万亿日元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费，约４万亿日元用于偿还

为筹集社会保障 费 而 发 行 的 赤 字 公 债 及 利 息，从 而 缓 解 财 政 压 力、促 进

财政重建。但是，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出于政治等因素的 考 虑，安 倍 政 府 决 定

变更消费税收入用途，将增税收入的一部分改用于幼儿教育无偿化和大

学教育无偿化等。这样一来，消费税增税填补财政赤字的功能将被大大

削弱。

这一后果在２０１９年度日本政府预算中得到体现。根据政府预算，在

消费税增税产生的５．７万亿日元收入中，１．７万亿日元将用于幼儿教育

和大学教育无偿化，以及育儿支持政策；１．５万亿日元用于社会保障的充

实和医护人员待遇的提高；２万亿日元用于增税的缓冲政策（非现金结算

返还点数和附加优惠商品券等）；此外，对食品饮料和新闻报纸实行８％

的优惠税率将从增税收入中扣减０．５万亿日元。至此，增税收入被全部

分配，并没有剩余 额 度 可 供 偿 还 赤 字 公 债 及 利 息。不 仅 如 此，如 前 文 所

述，为缓解消费税增税的冲击，对汽车和住宅相关税收大幅减税，加之社

会保障费继续扩大，２０１９年度日本财政支出预算达到１０１．５万 亿 日 元，

首次突破１００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税收难以弥补的部分，需要发

行新国债３２．７万亿日元进行填充。财政支出扩大，政府债务增加，消费

税增税又难以起 到 减 轻 财 政 压 力 的 作 用，基 于 这 样 的 形 势，日 本 财 政 困

境很难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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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人税改革导向性增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调整

法人税减税是 近 年 来 日 本 税 制 改 革 的 基 本 趋 势。相 对 于 美 国 大 幅

降低税率的这种直接做法，日本法人税减税更温和且更注重导向性。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间，日 本 也 曾 阶 段 性 下 调 法 人 税 税 率，分 为２０１５年 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三个阶段，将中央与地方法人税实际有效税

率由３４．６２％逐步降低至２９．７４％，各年度降幅较缓，循序渐进。在２０１９

年度税制改革中，应 用 税 收 优 惠 政 策，引 导 企 业 增 加 研 发 投 资 和 设 备 投

资，扶持中小企业，使得减税目标和内容更加具体，政策预期效果更具方

向性。特别是，将研发投资税额扣除的额度与研发投资每年度的增长程

度相关联，从总 量 和 增 量 两 个 角 度 诱 导 企 业 不 断 投 入 研 发 成 本。此 外，

此次税制改革还针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进行调整，强化中央财政的

调配能力，协调各地区均衡发展。

但是，此次地方性法人税的国税化也造成中央政府和东京地方政府

关系紧张。虽然东京都、大阪府和爱知县（名古屋市所在地）的地方财政

均会减收，但大阪和爱知的减收幅度约为２００亿日元，且其中的大部分通

过地方交付税得到补偿，实际减收额度仅约为５０亿日元，所受的影响较

微，唯独东京受影 响 最 大，法 人 事 业 税 和 法 人 住 民 税 的 地 方 再 分 配 额 度

合计超过９０００亿日元。因此，东京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政策是为稀释东京

地方财政而有针对性制定的。税改大纲公布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召开记者会，对地 方 性 税 收 的 国 税 化 政 策 进 行 了 激 烈 抨 击。小 池 称，东

京承担着日 本 经 济 增 长 的 牵 引 机 能，限 制 东 京 地 方 政 府 调 配 财 源 的 能

力，可能会导致经 济 活 力 下 降，从 而 对 日 本 整 体 经 济 产 生 负 面 影 响。且

此次国税化是由中央政府单方面做出的，并没有征求东京地方政府的意

见，这使得双方关 系 进 一 步 交 恶。日 本 国 内 分 析 人 士 也 认 为，这 一 政 策

或是安倍政府应对２０１９年统一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的策略。

（四）积极融入国际税收体系，着力提升国际税收规则主导权

近年来，围绕ＢＥＰＳ项目的各项行动计划，日本对国内税法展开一系

列调整。ＢＥＰＳ项目是对国际税收规则的 一 次 重 构，其 成 果 和 一 揽 子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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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出台，标志着国际税收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日本在ＢＥＰＳ项目的

策划启动、研讨审议、规则制定、报告形成等各环节，均积极参与，表现十

分活跃。不仅国内官产学各界多次讨论，汇集意见，反映诉求，还派遣高

级税务官员就职于经合组织各工作组和委员会，直接参与ＢＥＰＳ的讨论

和规则制定，引导 项 目 的 进 程 和 方 向，以 确 保 能 将 本 国 的 意 见 最 大 限 度

地体现在ＢＥＰＳ成果中。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ＢＥＰＳ项目１５项行动计划发布后，日本加紧进行成果

转化，尽快使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接轨。在２０１６年度日本税改中，便

出现了基于ＢＥＰＳ项目的改革内容，主要针对跨国企业集团信息披露制

度（包括国别报告填报和同期资料管理等）进行规范，涉及ＢＥＰＳ项目的

第１３项行动计划。在２０１７年度和２０１８年度的税制改革中，又对受控外

国公司规则和常设机构判定规则进行了调整，分别涉及第３项和第７项

行动计划。２０１９年度关于利息扣除规则和转移定价安排的改革，则涉及

第４项和第８－１０项行动计划。这一系列举措，反映了日本希望提升国

际税收话语权的诉求。在国际税收规则发生重大变革的节点，日本积极

配合ＢＥＰＳ项目，尽快调整国内税法，以期在今后的国际税收合作中抢占

先机，维护跨境交 易 中 的 本 国 利 益，扩 大 国 际 税 收 领 域 的 主 导 权 和 国 际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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