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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及税制优化问题研究

聂新正

一、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的

关系及影响税负的因素

　　11 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关系

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相互影响。适当的宏观税负将促进经

济增长, 过高或过低的宏观税负都会影响经济增长; 反过来, 经

济增长也是影响宏观税负的重要因素。供给学派认为, 税收对

经济增长因素劳动力、资本等有重要影响, 高税负对劳动力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并降低劳动力的收

益, 从而改变劳动力供求平衡, 使其供需同时降低。高税对资本

也具有类似的作用效果, 提高投资成本并降低资本收益, 从而

减少资本形成, 对经济增长及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世界银行顾

问基恩·马思顿 1983 年通过实证分析, 对 10 组不同税负的国

家进行比较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高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缓

于低税或税负适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凯恩斯学派则从需求角度

论证了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凯恩斯主义认为影响经济增长

的主要是需求方面, 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等, 其

中消费、投资及净出口等为政府非直接控制手段, 唯有政府支

出 (以税收为主要来源) 是政府可直接调控变量, 增加政府支出

将扩大社会总需求,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增加就业和产出; 反

之, 则增长速度减慢。20 世纪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后, 西方

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 70 年代以

后, 滞胀的出现使得凯恩斯主义发生危机, 人们认识到政府支

出或税收政策并不是万能的, 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市场机制不完善, 信息不完备, 与以

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理论并不适合。税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主要是一种间接影响, 其直接作用并不明显: 其一, 经济增长首

要因素是资本, 而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 且投资主体为企

业, 税收负担易于转嫁, 对其投资决策影响不大; 其二, 我国人

口众多, 存在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 不会出现由于税收而引

起劳动投入减少 (除非税率过高) ; 其三, 虽然间接税制提高了

消费成本, 但长期以来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使得市场供不应

求, 而且许多人不具税收意识, 税收对其影响也不大。目前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由于税收不足而导致政府职能失位, 及

由于不合理收费而导致的制度外收入膨胀使得收入分配扭曲

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要合理界定政府收入范围, 确定合适的

税收负担。

21 影响宏观税负的因素分析

宏观税负水平不仅影响经济发展, 而且受到经济发展因素

的制约。影响宏观税负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客观因

素或称税制外因素, 如国内生产总值 (GD P) 水平、人口数量、产

业结构及经济效益等, 从客观上为宏观税负设定上下限, 使其

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 不能超出其适度水平; 一类是主观因

素或称税制因素, 如税制结构、税收征管水平以及税收优惠政

策等。两者相互联系, 互相制约, 并不能截然分开, 如 GD P 水平

影响税制结构, 产业结构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等。

二、合理税收负担水平及实证研究

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 合理的税收负担水平应以促进

和有利于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 以满足财政需求为最下限和不

影响人民生活水平为其上限, 即从需要与承受能力两个角度共

同决定我国税收负担水平。从经济增长来看, 合理的税负应对

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要求税负不能过高; 从财政需

求来看, 合理的税负保证筹集到维持政府运转和实现基本经济

职能的费用, 需求税负适中 (不能低于一定水平)。经济增长反

过来又为税收筹集财政资金提供根本保证, 有效地实现政府职

能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合理的税负与经济和财政两个衡量

标准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都要求税收负担适中。

11 促进经济增长的合理税负水平

首先从需求角度出发, 以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需求因素:

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及净出口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 确定

在政府支出作为唯一政府可直接变动因素, 以作模型分析, 得

出适度的政府支出水平点以作为税收水平的合理度量。

Q = C+ I+ G+ N X

Q 为国内生产总值, C、I、G 和N X 分别为消费、投资、政府

支出和净出口等因素。用上式作回归分析, 数据 (见文后附表 1)

以 1990 年以后为主, 因为在 1985 年以前财政收入以国有企业

上缴利润为主, 税收含量较低, 利改税以后才逐步将财政收入

改为税收, 并且自 90 年代以后, 我国经济逐渐走向正规化, 市

场发挥显著作用。

Q = 58615374 + 016566C + 117503I + 0144445G +

119318N X　R = 019999　R 2= 0109981 (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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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111) (010596) (01054) (014803) (011144)

C= 34711838+ 014636Q 　R = 019787　R 2= 019645 (2)式

　 (123174) (013444)

I= - 7281433+ 013563Q 　R = 019984　R 2= 019966

(3)式

　 (3001999) (010185)

N X= - 2511531+ 0102025Q 　R = 017743　R 2= 015871

(4)式

　　 (13910471) (010125)

在上述模型中 C、I 和N X 都作为非政府变量而自发作用。

如果保持 8% 经济增长速度, 将C、I、N X 代入第一式, 可以得到

GöQ = 19138%。

该式粗略描绘了保持 8% 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达到的政府支

出水平, 如果将其视为全部由政府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筹集,

即可认为税收负担为 19138%。

另外从供给角度, 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关系, 以经

济增长率和税收负担水平作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另外一个表达

式 (见文后附表 2) : y = 015432- 2162x　R = 017846　R 2 =

016155

(012137) (117389)

y 为经济增长率, x 为税收负担率, 该式表示回归方程中,

经济增长率与宏观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如果保持 8% 的经

济增长速度, 可以得到 x= 17159%。

从国民经济运转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角度得出不同

的税收负担率, 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原因有: (1) 从供给角

度来看,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但不是唯一手段, 还有少

量财政收入通过其他形式获得, 如收费、基金、罚款等, 因此以

财政支出为标准计算出的数值存在少量偏差; (2) 我国市场经

济体制确立时间不长, 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 微观经济主体对

市场信息及政策信号不敏感, 仍属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 从需

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得出的结论不同; 另外 (3) 偶然因素的影响,

也会出现偏差。为适合经济增长, 将供给和需求两个数据加以

平均, 消除一些偶然因素, 得出税收负担大致范围:

(19138% + 17159% ) ö2= 18149%。

21 以财政需求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上下限的税收负担

税收是政府取得收入的最重要、最基本手段, 是政府基本

职能实现的保证。因此税收收入应至少满足政府支出的最低需

求。改革开放后政府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财政支出向公共

需要转变, 确定我国今后一定时期内税收负担水平不能不考虑

这些因素的变化, 其基数应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一段时期的

数据较为合理, 也体现出历史延续性。

表 1 　　　我国财政支出比重 (% )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财政支出öGD P 14105 13140 12139 11167 11157 121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对上述数据进行加权平均为 13112% , 可作为我国税收收

入的最低限度。

影响税收收入上限的是人民生活水平, 即应在保证人民生

活水平逐渐改善的基础上征税, 确定合理税负。在社会总产品C

+ V + M 中真正能被用于课税的应当且仅应为M 部分, 否则将

影响再生产进行和劳动力再生产。很显然, 当M 部分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越大, 可用于纳税部分占 GD P 的比重就越高, 相

应社会纳税承受能力就越强。M 在统计年鉴中由生产税净额和

营业盈余两部分构成:

表 2 　　　社会净利润比率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M öGD P 013845 013860 013575 013303 0132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社会净利润M 近来不断下降, 说明经济效益并未提高, 社

会负税能力在下降。因此在制定宏观税负时, 不考虑纳税能力

的变动是不现实的, 它决定了税负上限, 除非特殊情况, 如战

争、自然灾害等发生。

31 我国宏观税负发展趋势实证分析

前文所讨论宏观税负是一般意义上的由税收或其他规范

形式征收的可直接支配收入占 GD P 的比重。在我国由于政府

收入形式不规范, 单纯用某种形式收入占 GD P 的比重并不能

反映我国宏观税负实际情况, 根据政府收入的形式、支配程度、

规范与否, 将政府全部收入划分为三个级次: 第一级税负是由

政府税收收入为主的规范收入筹集的财政资金, 称为狭义宏观

税负; 第二级税负是政府预算内收入及预算外收入之和占 GD P

的比重, 称为中等宏观税负; 第三级税负是政府预算内外收入

加上制度外收入之和占 GD P 的比重, 称为广义税负。

表 3 　　　狭义和中等宏观税负水平 (% )

1993 1994 1995 1996

狭义税负 12156 11116 10167 10180

中等税负 16170 15114 14179 161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我国狭义税负, 即财政预算内收入占 GD P 比重呈逐年下

降趋势, 而且下降速度非常快, 中等税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

定, 表明预算外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趋势。

广义税负由于缺乏统计数据, 难以精确计量, 只能用估算

方法进行大致的估计, 这里仍借用开放经济中国民收入流转进

行分析。

Q = C+ S+ (TA - TR ) + N X

Q 为国内生产总值, C 和 S 为国内居民和企业消费与储蓄,

TA 为政府全部收入 (包括预算内外收入及制度外收入等) , TR

表示政府对企业和居民的转移支付,N X 为净出口。上式表示了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包括居民和企业等私人部门的消费和储蓄

以及政府的收入和净出口, 其中政府对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进

行了重复计算, 需要将其减去。

TA öQ = 1+ TR öQ - (C+ S+ N X) öQ

代入各年有关数据 (见文后附表 3) , 可以得出广义税负:

表 4 　　　广义宏观税负水平 (% )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广义税负 25101 31132 31170 28187 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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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税负不断上升, 到 1993 年已突破 30% , 是政府纯

税收收入的近 3 倍, 由此导致政府预算内收入严重不足, 宏观

调控能力减弱; 而且政府各部门独据一方, 财力雄厚, 是导致寻

租腐败的根源。

三、调整税负水平, 优化税制思考

我国财政预算内收入即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明显偏低, 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合理范围相差近 7～ 8 个百

分点, 但以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为基础的广义税负相比却

远远超出。近期我国税制建设目标, 应在降低总负担基础上逐

渐提高狭义税负水平, 增加财政可支配收入。

11 规范政府收入行为, 提高财政可支配收入

由于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资金长期游离于财政监督之外,

其后果导致大量国民收入畸形分配, 许多资金被转入消费领域

和盲目重复建设投资, 造成集团和个人消费扭曲, 产业结构失

调, 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三乱”行为降低了社会投资的

预期投资收益并加大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 恶化了投资环境,

造成整个社会资金低效率运行。财政部门则由于税收比重的不

断下降而可支配资金日显不足, 宏观调控能力减弱。改变宏观

税收负担总水平, 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 P 的比重, 不能单

纯提高税率来增加收入, 只能将政府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以不

同的形式转化为政府预算收入, 并切实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

担。 (1)整顿现有预算体制, 改革税费现状。首先要以积极稳妥

的精神对现行收费进行正本清流: 对本属重复收费乱收费之列

的项目, 应坚决予以取缔, 切不可以任何形式存在; 对一些类似

于税收性质的收费项目, 如教育附加、道路养路费及社会保障

基金等, 考虑以适当的税收形式收取, 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 避

免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对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必要的规费和使用

费项目, 超过一定数额的应由同级人代会审议通过, 并由财政

部门审批, 全部收费情况报告财政; 少量、零星费用可以在报给

财政后收取, 使财政对其收入有详细了解。 (2)从制度上根本断

绝乱收费根源。我国预算外资金制度有其历史背景。由于长期

以来财政资金并不宽裕, 为鼓励地方政府充分有力地集中收

入, 将整个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列为预算外管理。改革开放后, 中

央财力和权力不断下放, 并将地方政府各部门与其部门利益相

挂钩; 预算外收入迅速发展壮大, 并得到中央政府的默认, 直到

预算内收入吃紧, 中央政府才对此重视。因此我国预算外资金

及制度外各种收费、基金等有其深长历史根源, 触一发而动全

身, 改革必然面临重重困难。如根本消除不合理收费现象, 必须

从政府职能、资金分配、监督等多方面入手, 才可能遏制其进一

步泛滥。然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 要想完

全消除乱收费现象, 还需要很长时期。

21 优化税制, 严格税收征管, 规范税收优惠措施等

从我国目前税制结构来看, 如靠增加税种、提高税率来增

加税收比重, 是不切合实际的, 而应采取“内涵”方式解决。首

先, 从我国目前税制结构来看, 已开征 22 个税种, 以及计划开

征的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燃油税等, 总数目已不少。我国主要

税种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的税率, 已属国际中等

水平, 继续提高将增加税收征纳成本; 且我国增值税属生产型

增值税, 其实际税率高于消费型增值税。只有以内涵方式增税

是目前较为可行途径: (1) 严格税收征管, 控制偷漏税, 减少税

源流失。目前我国偷漏税现象严重, 加之现有税务人员素质不

高、税务信息系统不完善, 法外税收优惠政策或执法中随意减

免税的现象屡禁不止, 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差距很大。据测

算①, 我国 1996 年税负水平应为 15181% , 但实际财政收入占

GD P 的比重仅有 10196% , 相差近 5 个百分点。另据估计②, 我

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流失在 50% 以上, 其中直接征管损失 20%

左右, 纳税人偷逃税导致的损失占 80% 左右, 因此强化征管, 严

格税收征纳是当前提高税收收入的重要途径。 (2) 规范税收优

惠措施。改革开放后为引进外资, 对外国企业及边远穷特区给

予大量税收优惠政策, 借以刺激经济增长。从实际情况来看, 该

政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帮助我国引进大量外资, 充实国内资

金不足。但吸引外资的并非税收优惠, 而是我国广阔的发展前

景。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 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 实

现国民待遇原则。

附表 1 　　国内生产总值与各要素

Q C I G N X

1990 185419 911312 5373133 3083159 51013
1991 2161718 1031519 6437125 3386162 61715
1992 2663811 1245918 8472142 374212 27515
1993 3463414 1568214 13076138 464213 - 67915
1994 4675914 21230 16432151 5792162 63411
1995 5847811 2783819 20339101 6823172 99815
1996 6859318 3258817 22860135 8274195 14591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1997 年。

附表 2 　　经济增长和税收负担

经济增长速度 (% ) 税收负担 (% )

1990 3180 13158
1991 9120 12163
1992 14110 11162
1993 13610 10147
1994 12160 11110
1995 9100 10154
1996 9170 9198

　　附表 3 　　　广义税负水平的计算

Q C S TA TR N X TA öQ

1992 2663811 1245918 7629101 6661188 388109 27515 25101%
1993 3463414 1568214 9158188 10847119 374157 - 67915 31132%
1994 4675914 21230 1048112714823134 409131 63411 31170%
1995 5847811 2783819 1323615 16884155 480135 99815 28187%
1996 6859318 3258817 1444417 20683104 581194 145913 3011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 1997 年各年。

注释:

①尤象都:《关于合理税收负担的基本分析》, 载《税务研究》, 1998

(1)。

②朱广俊等:《优化税制结构的理论思考》, 载《经济研究》, 1998 (4)。

(作者单位: 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　上海　200083)

(责任编辑: 陈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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