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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2020 年世界纳税报告》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助力企业在中国市场运营 

世界银行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发布《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报告以开办企业、办理施

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

办理破产十项指标，对全球 190个经济体 2018年度的营商环境进行量化评估。报告显示，

中国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便利度名列第 31 位，被世界银行评价为过去一年全球

营商环境改革最显著的 10 个经济体之一。 
 
“纳税”作为《营商环境报告》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近年来中国改革力度较大的领域之一。

作为《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的子报告，2019 年 11 月 26 日，普华永道与世界银行联合

发布《2020 年世界纳税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税收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成绩稳步提升，

显示了近几年来中国税务机关在减税降费方面持续发力，创造更加宽松的税收营商环境，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什么是《世界纳税报告》？ 
 
《世界纳税报告》衡量了全球190个经济体的中型民营企业在过去十五年中税收营商环境

的变迁，是对世界银行旗舰报告《营商环境报告》中“纳税”指标的详细解读。 
 

《世界纳税报告》通过四项指标评估各经济体的税收营商环境，分别是“纳税次数”  、“纳

税时间”、“总税收和缴费率”和“报税后流程指数”。《世界纳税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在统一

假设的基础上，从一个虚拟 “样本公司”的视角横向比较世界各经济体的税负和税务合规负

担。为了使各经济体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全部经济体使用同一样本公司，不考虑各经济体

在历史背景、社会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和税费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差异，也不适用任何投资

优惠或其他与经营年限和企业规模不相关的税收优惠。 
 

关于《世界纳税报告》四项指标的具体内容，请详见本文附录：《世界纳税报告》方法论。 
 

中国在《2020年世界纳税报告》中的成绩稳步提升 
 

中国 2017 年度 

（2019 年世界纳税报告） 

2018 年度 

（2020 年世界纳税报告） 

纳税次数 7 次 7 次 

纳税时间 142 小时 138 小时 

总税收和缴费率 64.0% 59.2% 

报税后流程指数（以下四项的

平均值） 

50 分 50 分 

(A) 申请增值税留抵退税所

需时间 

无增值税留抵退税 制度确立但未全面实践 

(B) 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所需

时间（包括税务部门稽查时

间） 

无增值税留抵退税 制度确立但未全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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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让纳税人、缴费人切实获得改革红利 
 
“减税降费”是近两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关键词。2018 年，为应对国

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具体包括： 

 深化增值税改革：下调增值税税率、放宽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并对部分行

业实施留抵退税； 

 惠及民生的个人所得税全面改革：开始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计税方法、新增个

人专项附加扣除，着力减轻中低收入者的个税负担； 

 进一步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以及 

 出台推动创新创业发展的多项税收政策，包括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创投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等。 
 

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纳税人获得感作出的持续努力，对降低“双

创”成本、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述多项改革举措已经体现在《2020 年世界纳税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于中国实施减税降

费的效果给予了充分认可和积极评价，中国的“总税收和缴费率”指标显著降低。不过需要

说明的是，受限于世界银行的方法论以及样本公司的基本假设，这些举措未必能全部适用

于样本公司，例如鼓励研发的优惠政策、个人所得税改革等均不属于样本公司的考查范围，

因而无法完全体现在报告成绩中。 
 
增值税留抵退税帮助企业改善现金流 
 

2018 年，中国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等 18 类行业符合条件的企业，

以及电网企业实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在 2018 年试行的基础上，2019 年 4 月 1 日起，留抵

退税对全行业企业全面放开。其中，针对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进一步放宽了留抵退税条

件，并加大留抵退税力度。 
 
留抵退税制度的落地可以有效节约企业资金成本，对于部分创业企业、科技企业等都将产

生重要影响。此外，今年 10 月，国务院发文调整完善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中央和地方分担

机制，从制度层面进一步保障了留抵退税的可操作性和持续性。 
 
从政策层面而言，世界银行关注并认可中国 2018年度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是清晰和明朗

的。不过世界银行也认为，一项制度改革从出台、到落地、再到全面普及通常存在一定的

时滞。因此，世界银行对中国 2018年 8月起实行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未给予一定分数。

结合 2019年起中国已经对全行业企业实行增量留抵退税制度，并且出台了更为清晰的操作

指引，我们期待在以后的评估年度，中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实践可以反映在报税后流程指

数成绩中。 
 
中国纳税服务改革持续发力 
 

近两年来，中国在纳税次数、纳税时间以及企业所得税更正申报等方面均处于全球较为领

先水平，纳税指标总体在金砖五国中位列前三。世界银行对中国在优化升级电子纳税申报

和缴款系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予以了积极评价。 

(C) 企业所得税更正申报所需

时间 

1.0 小时 1.0 小时 

(D) 完成企业所得税更正申

报时间（包括税务部门稽查

时间） 

0 小时，<25%稽查可能性 0 小时，<25%稽查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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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税务机关也开启了提升税收营商环境的新征

程。伴随着中国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如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实施小微企业

普惠性税收减免、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推行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合并申报，以及智

能化电子税务局建设等，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界纳税报告》中，中国的成绩和排名将有

机会进一步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世界纳税报告》的初衷和目的并不是单纯对各经济体的税收营商环境进

行排名，而是使得各经济体了解其他国家的先进税收实践，并从中汲取经验。有目共睹的

是，中国税务机关正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税收营商环境提升之路，逐步培养为纳税人服

务的文化，从而加深税企双方的理解与互信。 
 

展望未来，在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期待中国税收征管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在推进税收立法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和简并税制，以期为纳税人营造更加简明、高效的税收

征管体制。 
 

附录：《世界纳税报告》方法论 
 

（一）纳税次数：反映样本公司支付所有税费（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企业扣缴的税

费）的次数。若某一经济体提供全面的电子申报和税款缴纳便利，并且被大部分中等规模

公司采用，即使全年的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非常频繁，也将该税种的全年缴税次数合并视

为一次统计。 

（二）纳税时间：衡量样本公司准备、申报、缴纳三种主要类型税费所需的时间，即：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劳动力税费（包括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公积金）。 

（三）总税收和缴费率：衡量样本公司经营第二年负担的全部税费占其商业利润的份额。

样本公司负担的税费总额包括企业所得税、由雇主承担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部分、土

地增值税、房产税等，不包括由公司扣缴但不负担的税费（例如个人所得税和由个人缴纳

的社保部分、可转嫁的增值税等）。商业利润是税前净利，即企业负担所有税费前的利润。 

（四）报税后流程指数：衡量企业在纳税申报之后发生以下两种特定事项所需要花费的时

间： 

事项1：由于样本公司采购大型设备的增值税进项税超过了企业的销项税，各经济体是否允

许纳税人申请增值税留抵退税以及取得退税所需时间。 

事项 2：样本公司在企业所得税申报截止日后发现申报错误导致少缴税款，主动纠错补税

所需的时间，包括可能引发税务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