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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公布过一份全球纳税成本的报告，指中国内地“每年 872小时的纳

税时间”，另有报告称“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占税收收入总额的 0.58%，日本为

1.13%，而中国接近 8%”。中国的税制存在多少问题说不清，但是，税政成本高，

纳税频度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是税务部门存在，多数的

政府办事机构均如此。 

不增加效益，只增加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增加大量的人力和社会资源的无

谓消耗，这种繁忙不是繁荣，而是瞎折腾，应予改革。 

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务改革已有许多新的手段，如推广电子政务，电子申报，

银行卡代扣费等。但是仅有手段更新，制度不创新，内容不创新，效能仍难以提

高，改革仍难见成效。  

为此建议：减少报缴频度，降低政务成本。将财务、税务改月报为季报；水

电汽煤等公用资源改月收、双月收为按季抄收或半年抄收；年费改按年缴为数年

一缴（如专利维持费，美国是四年一缴，而中国是每年缴）；年检改按年检为数

年一检（当然，涉及质量、环境、消防、卫生等事项的应例外）。 

减少报缴频度，个人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事业和家庭，构建和谐社会；企

业可以将更多的机会用于技术开发，提高产品质量，拓展业务渠道，增加利税贡

献。减少报缴频度，政府机构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政策落实，宏观调控，增加监

管，增进服务，提高行政效能。 

可以见证的例子：驾驶证的年检已由 2年延长至 6年；电费的缴纳由 1月延

长至 2月。不但没增加事故数量，相反给当事人和管理部门带来了许多的便利。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机构将精简，政府层级将减少。减少报缴频

度，降低政务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将显得愈发的迫切。 

当然，在这场改革中，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如建立

预缴、预警、诚信、奖惩等配套机制，这样的改革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并发挥出

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