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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出口退税政策既是一项税收政策，更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我国出

口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其存在的重大意义和合理性。特别是在 2008 年金融

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出现了严重下滑，作为出口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出口

退税又一次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焦点。本文在特殊的背景下，从我国出口退税制度

的现状出发，运用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理论推演法、归纳法等研究方法对

出口退税变迁理论与现行出口退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结合

出口退税的理论及国际经验，力求找出一条解决目前我国出口退税机制中存在的

问题的思路。本文既包括对出口退税制度历史变迁的总结，又包括对后危机时代

出口退税制度应把握的政策目标和改进建议。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出口退税制度进行学理性分析，主要介绍

出口退税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出口退税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回顾，从出口退税税率调

整、出口退税分担机制调整、以及出口退税政策目标调整三个维度分别展开论证，

并提出我国现行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 

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方国家的出口退税制度，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出口退

税制度提供借鉴。 

第四部分主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出口退税政策的成因分析，对两次金融危机

及出口退税政策进行比较，对出口分担机制和税率调整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新

探讨。 

第五部分主要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出口退税政策进行完善的政策建议，从而使

出口退税制度更趋合理完善，更好地发挥出口退税这一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对我国

的出口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出口退税；后金融危机；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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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Abstract 

 

Export tax rebate policy ,which is not only a policy of tax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xport trade of China, and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ationality as well. Especiall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China was confronted with a serious 

decline in exports, as a result, export tax rebate policy which is a key policy in the 

foreign trade  has once again become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among theorists. This 

article is born in the such special situation that it begins with the current context of 

China's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using the methods of empir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and explores constructively 

changes on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theor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xport tax 

rebates. Combined with foreign experience on the theory of export tax rebate， it 

strives to find a way to solute the current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problems . This 

article includes both a summary of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and the policy objectives and improvemen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for the post-crisis era .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mainly analyses the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theory, including introduction the concept and the theory of the export 

tax rebate the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the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The second part reviews the history of changes of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mainl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he export tax rebate rate、the 

share of export tax rebate to adjust and policy objectives of export tax rebate. Then 

put forward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a's now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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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The third part is to introduce the system of export rebates in Western countries, 

refer to thei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o further improve China's export tax rebates 

on specific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The fourth part is mainly about the causes of the export tax rebate policy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comparing the export tax rebate policy in the two financial crises and 

analyzing the new issues of the export tax share mechanism. 

The fifth part is mainly abou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export tax rebate 

policy after financial crisis to improve the export tax rebate system and to play a more 

import role in the expor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export tax rebate; policy adjust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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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1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出口退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出口货物免征国内生产、流通环节的间接

税，或退还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的一项

税收政策制度。其目的是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重复征税，

消除因各国关税不同而造成的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的扭曲，创造公平的国际竞争环

境。 

出口退税制度作为一项出口激励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促进出口措

施，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我国自 1985 年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以

来，出口退税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是支持和鼓励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

对外贸出口和国内的宏观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

经过调整，制度安排日臻完善，退税力度不断加大，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促进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己经成为政府调整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 

一、从国内外现实背景看，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特别

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下滑速度更加明显，并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

国外消费需求萎缩，对我国外贸出口冲击很大。200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

逐步下滑，月度出口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面对经济的日益下滑，出口的逐步放

缓，出口企业经营压力的不断加大，2008 年以来我国频频调整了出口退税，调

整的范围极广、幅度极大，引起了各外贸企业及国外投资者的强烈关注。到 2009

年 3 月份开始企稳反弹，8月份回升趋势确立，10 月份经季节调整后的进口同比

出现增长，11 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开始恢复性增长，到 12 月份进口和出口同比

双双出现强劲增长。
1
 随着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出口退税长期目标和政策定位

又将如何，值得广大财税学者们去研究探讨。 

二、从国家宏观调控层面看，研究出口退税政策对研究财政收入、经济发展、

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投资、消费和出

                                                        
1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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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2 

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实行出口退税，使本国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

税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使其能在国际市场上公平地跟其他产品相竞争，极大地

影响出口的增长，从而拉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口退税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

工具之一，具有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出口退税则会极大地影响出口的

增长，从而拉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出口退税率虽然会增加财政支出，但

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也会使财政收入增加，因此要从财政预算收支两方面进行分

析。综上，对出口退税深入研究、科学运用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促进我国经济

的健康发展。 

三、从中观结构调整层面看，出口退税能够促进转变出口结构，调整经济增

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出口退税的实质是通过

对差额税率的调整来实施国家的产业政策。一国产业政策的 终目标是优化和升

级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己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对不

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两高一资”商品，不实行或调低出口退税

政策，引导企业有选择地引进高新技术与设备，有利于引导资源更多地流向有效

益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促进企业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大大提高了本国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从微观利益主体层面看，对税务机关来说，深入探讨出口退税政策对于

加强税收征管、打击出口骗税和完善税收制度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从纳税人角

度，研究出口退税可以对出口退税有个全面系统的认识，了解我国出台新政策的

背景和动机，有利于企业把握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科学运用出口退税工具的难点在于调控的力度，力度弱了达不到调控目标，力度

强了会挫伤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已经或正在影响着我国的出口贸易和经

济发展，探讨这些问题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十分必要、现实和紧迫。 

综上所述，笔者在这特殊经济背景下，选择了出口退税作为研究主题，深入

挖掘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及探讨后危机时代出口退税的政策方向，既有利于日后

的学习工作和财税理论研究，也可以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些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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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3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出口退税的思想渊源综述 

出口退税的经济思想起源于国际贸易学说。重商主义是国际贸易 早的理论

学说。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的特点：认为贵金属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是衡量

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除了开采

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主张实行包括税收政策

在内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鼓励出口，并限制进口，以换回更多的金银，使国家

变得更富强。尽管重商主义者的认识有不科学的成分，但是其关于发展国际贸易

能促进财富增加的基本思想是可取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初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

要求，对税收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重农学派是 18 世纪下半叶在法国产生并流行的一个经济学派。重农学派的

先驱布阿吉尔贝尔 早提出了进口商品征税出口商品免税的思想。他在《法国的

辩护书》中指出：“我们从王国的关税，出口税和渡河税开始整顿；把王国内部

征收的这些税全部取消，这对于国王及人民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既然设立

这些税收的理由已不存在，那么这些税收便也可以停止，因为这些税收带来了可

怕的后果。关于法国的进口税，税额应保持现状，但应消除手续上的麻烦，因为

这对国王丝毫无益，却会使外国人望而却步。至于出口税，则丝毫不应轻饶，而

应全部取消，因为这是国王和王国前所未有的 大敌人。”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

叙述虽然没有充分得说清进口商品征税，出口商品免税的理论依据，但为正确处

理国际贸易中的税收关系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认为出口商品不应被课征消费税，因为他们

不是以实物形式在本国消费的，与此同时若出口商品未被课征消费税，则用其交

换来的将要在本国消费的进口货物就必须课征消费税。这表明威廉·配第不仅认

识到了国际贸易中的双重征税问题和税收管辖权问题，而且提出了通过放弃原产

地税收管辖权，只实行目的地管辖权以达到消除双重征税的思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中专章论述了退税问题。他主要是从自由贸易和有利于商品出口的角度论

述出口退税问题的。他认为高关税比低关税危害更大，出口税比进口税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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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在各种奖励出口措施中，要数退税 合理。商品输出国外时退回其国内交

纳的一部分或全部税金，既不会使货物的输出量减少，也不会驱使资本违反自然

趋势转投入某些特定产业，破坏社会资本的自然平衡和劳动的自然分配。虽然亚

当·斯密首先提出了出口退税的思想，但他仅从自由贸易有利于商品出口的角度

考虑，没有从税收来源去认识。 

大卫·李嘉图首次从税收来源和税负转嫁的角度来思考出口退税问题。他认

为，如果没有出口退税，那么对出口商品的征税会完全落在外国消费者身上，该

国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就将由外国的土地和劳动所有者负担。由此引申出的必然结

论是：出口退税是必要的。 

二、出口退税的当前研究综述 

关于商品课税的管辖权问题，Valeria De Bonis（1997）、Haufler（2001）、

马斯格雷夫（2003）等普遍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消费地税收管辖权优于生

产地税收管辖权。实行消费地原则，对出口产品给予退税，使其以不含间接税的

形式出口，不会出现出口税收负担的现象。Diamond and Mirrlee（1971）从

优税制的角度看，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消费地原则优于生产地原则.Fehr H., 

Rosenberg C. and Wiegard W.（1995）研究认为在消费地原则下对出口商品征

税会带来福利损失，即应该实行出口退税。但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局部均衡基础

上的，相对简单，因此对增值税的国际收入效应及替代效应还需进一步分析。 

关于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Chen，Mai 和 Yu（2006）在国际多市场寡头的框

架之中,讨论了中国出口退税与出口绩效的理论和经验关系,发现出口退税对于

出口绩效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只考虑了产量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

情况,并且假定本国企业在本国和外国市场的生产和销售决策是独立的,也未考

虑出口退税政策制定的政治因素,在这些条件下,出口退税成为社会 优出口政

策。 

关于出口退税的经济效应问题，翁兆杰(2002)对出口退税进行静态和动态福

利效应分析。静态福利效应分析分别从“大国”、“小国”、“完全垄断”、“寡头垄

断”四种情形进行，其局限性在于：1、在假设边际成本不变或递增的传统经济

学基本假设下进行分析，而现实情况是由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存在，产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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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能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2、未考虑出口退税所引发的技术进步、就业等

因素的影响。动态福利分析包括：出口退税与生产技术效应的分析、出口退税于

劳动就业效应的分析、出口退税与财政收入效应的分析等。王复华、叶康涛、彭

飞（1998）按照次优出口税理论，当存在市场扭曲时，出口国征税出口税反而有

利于改进福利的增加。这些扭曲包括：1、出口市场缺陷：出口国在商品市场上

存在一定的垄断力量和出口负外部性问题；2、出口国的国内税替代效应。 

关于出口退税的政策定位，邓力平（2004）提出要走一条中性与非中性的税

收制度有机结合的出口退税制度之路。何谓中性与非中性相结合的出口退税制

度，可以用“一个目标、两个侧面、四个原则”来概括。“一个目标”即以促进

出口为目标。“两个侧面”一是指发挥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创造公平竞争、公

平税负的条件来促进进口，以建立中性出口退税模式为理想目标，二是指对税收

非中性杠杆的运用，通过国家引导的力量来促进进口。“四个原则”指的是国民

待遇原则，税收管辖权原则，国际惯例原则和国家财力原则。汤贡亮（2003）认

为，理性的出口退税是消除出口歧视的中性政策，而不是鼓励出口的优惠和补贴

措施，现实的出口退税制度应该是中性与非中性税收政策的有机结合，在以理想

的出口退税为目标的前提下，出口退税还可以服务于政府其他政策目标。刘剑文

（2004）从间接税的转嫁性强调出口退税的必要性，指出出口退税作为一种宏观

的调控政策，在各国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时代背景下，是 WTO 的公平贸易原则所

认可，是鼓励各国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来竞争。 

关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必要性，茅于轼(2001)认为，出口退税未必合适,税收

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中性,即尽可能不产生对价格扭曲，出口退税则恰好违背这一

原则。他认为出口退税使出口企业享受了免费的政府服务。出口退税是对税收公

平原则的扭曲，同时也会造成价格的扭曲，这会在总量上招致净损失出口退税会

导致资源配置错误，降低投入产出的效率，对本国的消费者和国外的生产者不利。

同时，出口退税还会造成国内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会造成大量的诈骗案件。马捷、

李飞(2008)在本国和外国市场的生产和销售决策相关的基础上,讨论 优出口退

税的决定,认为如果本国政府的目标是 大化国家福利,那么出口退税不是一项

稳健的贸易政策。但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大多认同出口退税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认为出口退税既符合公平的原则，又能促进出口的增长。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导 论 

6 

关于出口退税政策的计量分析，陈平和黄健梅（2003）不仅从理论上系统阐

述出口退税对出口盈利性，继而对出口规模的作用，而且他还运用基于 ECM 模

型的协整分析、Panel Data 分析等实证分析工具得出在影响出口的因素中,短期

内有效地促进出口的因素只有出口退税和国外收入。由于国外收入对我国政府而

言属于外生变量,因而,政府手中刺激出口的有力政策工具为出口退税政策。同时

实证结果表明剔除出口退税影响后的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万莹(2007)支持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理论,实证分析得

出口退税对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1/3,并利用财政投资乘数,将出口退税

对国民经济的激励效应与等额财政直接投资进行比较,证明出口退税的激励效应

不亚于直接财政投资。阎坤、陈昌盛（2003）利用 1985—2000 年的时间序列数

据进行 OLS 分析，得出结论，政府调整出口退税率仅仅影响从事一般贸易出口

企业的行为与决策，从贸易结构来看，一般贸易基本上占总体贸易的不到五成，

所以应该对出口退税率作结构性调整。刘金全,李玉蓉(2002)利用 VAR 模型检验

实际 GDP 和净出口等变量之间的 Granger 影响关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

的出口驱动特征理论,并认为国内累积消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具有产生出口

驱动效应的中介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驱动作用具有非对称性。 

关于出口退税制度的问题，杨之刚（2004）指出问题包括：一是扩大出口以

促进经济发展与出口退税带来的财政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财政支出的增幅

与出口增幅之间的悬殊差距，对各级财政造成沉重负。二是由于征、退税地域分

离，地区间退税负担不平衡，必然会加剧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造成中

央、地方关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博弈。三是骗税现象严重。由于部门之间行为缺乏

协调和监督，所以导致了大量税款流失。 

关于完善出口退税管理，李怀森（1994）提出逐步实行征退一体化的出口退

税办法，杨之刚（2004）指出要加强出口退税信息化管理，建立公共网络平台，

改善贸易环境，提高贸易效率，降低企业贸易运行成本。同时要建立有序的外部

管理系统，防范、检查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建立完善的对税源的审计和管理制度。

赵书博（2007）提出要科学确定出口退税预算的指标，但应做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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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具体包括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理论推演法、归纳法等研究方法。通过

这些方法对出口退税变迁理论、中外出口退税制度比较、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论依

据、以及运用 Eviews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文的写作思路按如下展开：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对出口退税进行理

论综述，了解出口退税政策研究的概貌。在学习前人已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当

前的客观实际，经济大背景确定对出口退税制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做到“知

己知彼”。接着本文的着重点放在了两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特殊时期出口退税政

策的目标取向，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的特殊性， 后在总结我

国及外国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对后危机时代的出口退税制度提

出建设性意见和完善对策。从发现问题，借鉴历史和国外经验教训， 终落脚到

出口退税的制定的进一步完善上，并将金融危机的大背景贯穿始终，从而使论文

尽量做到时效性强、应用性强、指导性强，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章 出口退税概念及理论与实证分析。在简要介绍出口退税概念的基础

上，分析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并运用 Eviews 软件对出口退税制度实行以来的

数据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出口退税政策效应。 

第二章 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历史变迁以及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出口退税税

率调整、出口退税分担机制调整、以及出口退税政策目标调整三个维度分别展开

回顾分析，了解出口退税的发展史，以更好地做好今后出口退税政策制定工作。 

第三章 出口退税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通过介绍几个典型国家的出口退

税制度，总结国外出口退税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第四章 金融危机下出口退税政策成因及特点。主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出口

退税政策的成因分析，对两次金融危机及出口退税政策进行比较，对出口分担机

制和税率调整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新探讨。 

第五章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完善建议。主要是后金融危机时

期出口退税政策进行完善的政策建议，以期出口退税制度更趋合理完善，更好地

发挥出口退税这一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对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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