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
目前，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

对住房征收房产税，而他们的通行做法中

最突出的就是把房产税作为调节收入和

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

“我国的财产税破题也可以从房产税

入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高培

勇指出，无论国内房地产市场形势如何，

房产税都到了必须改革的阶段。在“十二

五”开局之年讨论房产税，意义非比寻常。

高培勇告诉记者，相对而言，房产是

透明度较高的财产，对于调节社会财富的

财产税来说，最容易把握、可操作性最强

的就是房产税。

“近几年房产投资或投机成为一部分

人积累财富的重要方式，对居民收入差距的

扩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通过对面积

大、价值高、套数多的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进行适当调节，可以一定程度上促使收入和

财产的合理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中央财经

大学税务学院副教授高萍说。

在我国，房产税也被赋予了更直接解

决民生问题的期待。比如，用于建设保障

性住房，如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

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房产税改革已到十字路口
房产税，顾名思义，是以房产为征税

对象向产权人征收的一种税，属于房产

保有环节的税种、财产税的范畴。新中

国房产税的征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年代。

上个世纪80年代，鉴于城镇土地属

于国家所有，使用者没有土地所有权，我

国将城市房地产税分为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两个税种，并于 1986年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这

部条例明确规定，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

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

文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亟待房产

税改革与之相配套。而作为我国税制改

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二五”规划建议

也提出，要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这意

味着改革已经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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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房产税改革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

表示，对于房地产市场和房价来说，影响的

因素是非常多的，如供求关系、贷款制度、

住房保障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

事权的关系等等。房产税只是一种税收的

手段，虽然它确实会增加房产所有人的持

有成本，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一定影响，但不

要指望房产税的恢复征收会对房价产生

“一剑封喉”的作用。 星报综合报道

专家：房产税改革不会对房价“一剑封喉”

近年来一直传闻不断的房

产税改革在新年伊始再次引发

社会高度关注。

虽然在房价居高不下、市

场形势微妙的情况下，人们更

寄希望于房产税能起到调控楼

市的作用，但财税和房地产领

域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谈

论房产税，除了增加房产的持

有成本、抑制投资和投机需求

外，其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是

调节收入分配，分好社会财富

的“蛋糕”。

从1986年国务院颁布房产税暂行条

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其间，对个

人住房恢复征税的问题一再被提及，但终

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耽搁下来。

“过去的矛盾没有解决并不代表永远

不解决，加上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形势，现在

需要进行一些改革的试点。”刘剑文说。

从国际经验及公平、规范的角度看，房

产税应对个人所拥有的住房普遍征收。但

很多专家在接受采访中表示，由于我国地

区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

差别较大，各地房地产信息管理水平参差

不齐，目前对个人住房普遍征税的条件尚

不成熟，因此改革难以一步到位，只能分步

推进，可以考虑先在部分城市进行试点。

多重挑战改革难以一步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