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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烟均价过低之下，控
烟人士认为，即便是中国烟草
行业中的税负比例达到60%，
依然有大幅提高的空间。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杨
杰透露，税收占零售价格比重
超过75%的国家里，在高收入
国家里面有 20 个国家。“而
且，越是高收入国家，税收占
零售价格的比重就越高，低收
入国家的比重就相对低一
些。”

尽管通过提税来控烟，在
大部分国家行之有效，但也并
非一提就灵。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梁季举了一个中国的
例子，2009年，国家税务局曾
大幅度提高卷烟消费税，“我
们做了一个它的效果评估，评
估的基本结论是，好像效果不
是很明显，虽然我们税收负担
增加了，但是我们烟的产量还
是在增加的。”

国外也有失败的例子，比
如泰国。杨杰透露，“现在（烟
草税）也到了 60%多，但是其
他方面做得不是特别好，吸烟
率也在上升，吸烟率在反弹。”

杨杰建议，可能在分析各
个国家策略的时候，提出提
税、提价建议的时候，要综合
考虑其他配套的控烟措施。

“比如说禁止在公共场所吸

烟，必须有配套的措施。”
而对烟草产业而言，相比

往年无烟日的主题，比如禁止
青少年吸烟、烟草广告等内
容，尚能轻松应对。“现在不能
掉以轻心，税收在烟草行业是
伤筋动骨的事情。”上述广东
中烟人士分析。

相比烟草消费的下降，国
家烟草专卖局非常担心提税
将会导致税收的流失。李保
江援引英国的例子，“由于当
时英国烟草消费需求旺盛，政
府突然之间大幅提高烟草税，
导致了烟草走私泛滥，造成了
烟草管理失控：一方面烟草消
费需求并未减少，另一方面政
府税收却大量流失。”李保江
还向记者举了瑞典的例子：由
于提高烟草税，卷烟价格飙
升，导致大量税收流失，“后来
瑞典又降低了烟草税”。

在 2014年全国烟草工作
会议上，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
凌成兴提出，力争 2014年实
现税利总额超过 1 万亿元。

“难度非常大，宏观经济不景
气，烟草行业也出现拐点。”接
近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专家透
露。2014年 1至 5月份，卷烟
销售始终低迷不振，5月份销
量降幅扩大，下降面扩大，其
中中、低价位三类烟继续大幅
下降。

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担心
不无道理，提税可能对烟草行
业带来连锁反应。杨杰发现，

“2011年一类卷烟零售毛利
率是四、五类卷烟毛利率的
1.5倍之多。实际上低档烟是
不赚钱的，甚至是亏损的，但
是他们通过高档烟的利润来
去补贴低档烟，才能保证它的
市场占有率。”一类烟即通常
所说的高价烟，四、五类烟则
是低价烟。

“烟草行业的利润主要是
来自高价烟，如果提税，更多
人会抽低价烟，这对现在不景
气的行情来说，真是雪上加
霜。”一位行业专家分析道。

对此，李保江并不担
心，“高价烟的消费者对价格
并不敏感，如果提价，我们
可以把成本转移出去，但
是，我们并非一味追求利
润。更高价格的卷烟，甚至
天价烟，它们不符合行业导
向和中央精神。”

显然，虽然控烟派、烟草
行业双方的口水战十分激烈，
但烟草税牵涉诸多利益，不是
轻易能达成调整。原卫生部
部长张文康就讲了自己亲历
的一个故事，“云南某领导说
在云南谁提控烟，我不给他发
工资。”

（据南方周末）

控烟派、烟草系统隔空对战

以税控烟
愿望丰满
现实骨感

控烟派看来，提高烟草税既可以增加政府税

收，同时可以降低烟草消费量；但烟草系统认为，

提高烟草税不仅会导致烟草走私泛滥，而且可能

使政府税收大量流失。事实上，虽然控烟派、烟草

系统口水战十分激烈，但烟草税牵涉诸多利益，不

是轻易就能达成调整。

通常，在控烟话题上交
锋的双方，一边是不断“出
击”的卫生系统出身的控烟
人士，另一边则是专司防
守、偶尔反击的以国家烟草
专卖局为代表的烟草系统。

在数年的攻防中，由于
烟草系统扮演的“现金奶
牛”角色，虽然低调，但正
如财政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
家所言，其话语权却比控烟
派要高，“这是一个现实，中
国独有的”。

但是，2014年“世界无烟
日”的一场研讨会上，控烟一
方的阵容突然变得极其豪
华。2014年“世界无烟日”的
主题是“提高烟草税”。

在这场由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举
办的，名为“提高烟草税，
减少烟草危害”的研讨会
上，除原卫生部部长张文
康、副部长黄洁夫以及卫生

系统官员和学者出席外，原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杨崇
春、许善达和财政部的部分
官员，也为控烟派站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
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领
衔的一个团队在会议上发布
了一项研究成果，更成为卫生
和财税系统的共识。“国际上
关于烟草税收的中位线，所占
的 比 重 是 多 少 呢 ？ 是
60%-70%，60%-70%是税占
整个零售价格中所占的比
重。我们现在是多少呢？是
45%-50%，我们还有 10到 20
个百分点的差距。”赵晋平透
露。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在
会上向中国政府建议，中国应
将烟草税提高至卷烟零售价
格的70%，以减少吸烟人数。

在控烟派看来，提高烟
草税可以起到诸多作用。“假
定税率提高 15%，首先财政

税收肯定会增加。如果将消
费弹性系数假定为 0.5%，会
有 7.5%的需求量的降低。”
赵晋平认为。所谓弹性系
数，是指商品需求量对价格
反应的程度。

而就在研讨会举行的一
天前，2014年 5月 28日，烟
草系统官方媒体《东方烟草
报》以访谈形式，发表对国
家烟草专卖局烟草经济研究
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保江的
专访--《烟草税不仅仅只关
乎控烟》。

李的观点和控烟方针锋
相对，“（提高烟草税）这种观
点似乎很有道理，但只是理论
上的假说，或者说只是一种良
好的愿望。而真实情况与这
些逻辑上的美好理论和动机
上的良好愿望相差甚远。”

此后，李的专访被置于国
家烟草专卖局的首页，被各地
中烟公司和专卖局大量转载。

一直以来，高税负和对
财政收入的贡献，正是烟草
行业对控烟派反击的理由。

据记者了解，过去几年
内，中国烟草总公司总计公
开过两次家底。

2014年 6月 20日，中国
烟草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烟
公司）公布 2012年度财务收
支审计结果。报告显示，
2012 年，中烟公司净利润
1650.03 亿元，资产负债率
14.96% ，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16.49%。中烟公司利润远超
中行、农行和中石油，相当
于日赚4.5亿元。

两年前，2012 年 3 月，
因参与兴业银行定向增发，
中烟公司公开了其财务数
据。2010年，中烟公司净利
润为1177亿，2010年，烟草
行业缴纳各项税费 4988 亿
元，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
比重约为 6%，折合每天赚
3.2亿。著名医学杂志《柳叶
刀》曾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
表明，2010年，中国吸烟人
口为 3.01亿，占世界吸烟总
人数的 30%。由此推算，
2010年，每位中国烟民贡献
了1657元。

“中国制造业税负超过
60%，达到 65%，全国各行业
平均税负是 7.74%的水平，烟

草制造业的税负达到60%多，
所以税负是非常高的。但是
它的利润率是 14.15%，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与其
他行业税负的差距就非常
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杨杰透露。

广东中烟一位不愿具名
的人士向记者透露，烟草行
业涉及的税种包括烟叶税、
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以及其他税种。其
中，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影响
最大的两个税种。

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
国家大幅提高了卷烟消费
税，在对卷烟保持从量定额
税率 （0.003 元/支） 征收的
基础上，又分别将甲、乙类
卷烟的比例税率由 45%、
30%提高到 56%、36%，同
时在批发环节加征一道从价
税，税率为5%。

这是近年幅度最大的一
次提税。根据国家烟草专卖
局的核算，当年增加税收近
500亿元。不过，对于中国
烟草行业的真实税费水平，
记者从国家烟草专卖局获得
的一份独家的数据显示：
2013年，共缴纳各项税费为

8161.2亿元，卷烟批发零售
总额12480.4亿，推算的零售
总额为13728.4亿，中国烟草
行业的综合税负为 59.5%。

“这个数据是最直观的，也是
最真实的。”李保江向记者透
露。

此外，中央政府切割烟
草蛋糕的另一手法则是国有
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其中排
在最前面的、最高的就是烟
草企业，现在已经提到 25%
了。我们报告里结合这些改
革，要进一步提高，提高到
30%，有条件以后可以提到
35%。”财政部一位不愿具名
的专家向记者透露。

然而，即便如此，控烟
人士认为中国的烟草制品的
价格依然过低。原国家税务
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以自己的
经历说明，“我们有 20个国
家的调查，根据购买力平
价，中国的每包烟平均五块
钱，折成美元大约是 1.18
元，这20个国家当中，我们
的价格是倒数第一名，比孟
加拉、赞比亚都低。”

不过，国家烟草专卖局
并不认同。“相对于我们的收
入水平，中国的烟价并不
低。而且，针对低价烟，我
们一直在提价，去年就提了
6%还多。”李保江说。

对垒“无烟日”

起底烟草税

提税能控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