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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的分析与判断*

李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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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1990-2010年我国税收收入和宏观税负的变动情况及趋势,并对税收

收入与 GDP总量进行了协整分析,证明了二者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对我国宏观税负进行了时间序列

分析,解释了我国宏观税负在不同时间段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原因,并结合国际间不同收入等级国家宏观税负

之间的比较,分析了我国当前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区间与合理性,指出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宏观税负水

平保持在23%~30%的区间内是较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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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布的2009年度全球

税收负担调查报告宣称,用税赋压力指数作为衡量

税负轻重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

上升至第2位,仅次于法国成为宏观税负第二重的

国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1]。此处所提及的宏观税

负,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总水平,即在一定时

期内,一国税收总收人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宏观税负的变化能反映一个国家在一

定时期分配关系变化的状况。
衡量中国的宏观税负,必须联系中国的基本国

情。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形式不规范,宏观税负指标

也分为2个:大口径宏观税负和小口径宏观税负[2]。
所谓大口径宏观税负,又被称为实际宏观税负,指各

类财政收入(包括各类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占

GDP的比重。而小口径宏观税负,又名名义税负,
即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数据指标。预收入与制度外收

入繁多,理论界的普遍看法认为我国税收与收费之

比约为1暶1,当前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宏观税负偏

重[3]。按比例计算,我国2010年的宏观税负已达到

36.5%,超过了发达国家30.0%标准的6.5个百

分点。
鉴于各方对我国宏观税负大小观点不一,本文

通过对我国1990—2010年宏观税负的纵向比较探

寻其变化规律,同时结合国际间各国宏观税负的横

向对比,探讨我国当前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区间与

合理性。

暋暋一、我国税收收入的变动趋势分析

1.税收收入总量稳步上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可
以得到我国各年的税收收入情况,由这些数据可以

做出我国税收收入序列图(图1)。由图1可知,我
国税收总水平基本上保持了稳步增长的趋势。在

1990—2010年的21年间,年均税收增加3519.45
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7.68%。尽管税收总量逐

年稳步增加,但税收增长率的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
从我国税收序列的变动特征来看,税收序列显然是

非平稳的。将我国税收收入做一阶差分,可以得到

税收一 阶 差 分 序 列 图 (图 2)。由 图 2 可 知,在

1991—1998年,税收一阶差分 DTi呈近似平稳的

特征,但自1999年起,DTi呈现出非平稳序列的特

暋注:数据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0)数据整理而得,图2、

图3、图4同。

图1暋1990—2010年我国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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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具体而言,1991—1998年我国税收表现出随时

间变动的特征;而在1999—2010年,我国税收总量

的变动较前一时期而言更为剧烈,每年的增量亦呈

现波动态势。

图2暋2009—2010年我国税收一阶差分

2.税收收入增长率涨幅较大

1990—2010年税收收入增长率如图3。由图3
可知,我国1990—2010年的税收收入都在上升,自

1992年起虽然各个年度的增长率波动较大,但几乎

每年的税收收入增长率都大于10%(即使是增长率

最低的2009年也接近10%),不少年份的增长率已

经达到了20%,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了30%,增长速

度非常快[4]。

图3暋1990—2010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

暋暋二、宏观税负的时间序列分析

以1990—2010年的宏观税负数据为例进行研

究。将我国1990—2010年的收税收入除以相应各

年 GDP的值,可以得到我国1990—2010年的宏观

税负时间序列变化数据。对1990—2010年的宏观

税负设立三线段回归模型,由宏观税负曲线不同时

点的变化趋势,定义2个虚拟变量D1、D2。分析数

据可知回归函数在2个时刻t=7,t=12时发生结

构变化,得到三线段回归曲线(如图4),建立相应的

分段线性回归模型:
Ti/GDP =毬0 +毬1t+毬2(t-7)D1 +毬3(t-12)D2 +Ut

得回归方程:
Ti/GDP =15.52-0.90t+1.82(t-7)D1 -

(61.72)(-17.43)(19.57)

0.44(t-12)D2

(-5.89)

R2 =0.99,DW =1.85,F=483.60,T=21

Ti/GDP =

15.52-0.90t (t曑7)(1990-1996年)

2.78+0.92t (7<t曑12)(1997-2001年)

8.06+0.48t (12<t曑21)(2002-2010年
{ )

暋暋上述分段回归函数在1996年(t=7)和2001年

(t=12)是连续的。折点的纵坐标分别是9.22%和

13.82%。1990—1996年我国税收收入占 GDP比

重逐年下滑,直到1997年起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

重才开始逐渐增高,2002年以后比重依旧增大但增

速有所减缓。
从图4可知,1990—1996年我国宏观税负由

15.12%逐年下降直至最低的 9.71%,降低了近

6个百分点。这样的结果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结

构调整和体制转换是有紧密联系的。20世纪90年

代初,我国实施了“两个转变暠的经济政策,即由过去

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同时实行集

约化的经济模式。处于转轨经济时期的国有经济形

式的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而
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则逐渐增加的

依赖公有制经济。旧税制早已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

的需要,由于税收优惠政策过多,税收流失日益严

重,导致我国宏观税负逐年下降。虽然在1994年我

国实行了税制改革,但也未能有效改变宏观税负下

降的趋势[5]。

1997年起,我国宏观税负才实现了历史性的转

折。1997—2001年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开始了恢

复性的增长。从1996年的9.71%上升到13.95%,上
升了4.24%,达到了与1990年相近的宏观税负水

平[4]。在税制没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宏观税负

的恢复性持续增长,一方面说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开始逐年稳定;从
另一方面来说,新税制的推行使得大量减免税收政策

得以取消,同时金税工程也初见成效。随着税收征管

的改革,税收收入也上升了一个台阶,这也保证了我

国1997—2001年宏观税负的恢复性增长并没有增加

社会负担。随着税基的扩大,税收收入不断增加,并
因此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2002年后,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有了显著

的提升,虽然仍然低于工业化国家,但与那些类似发

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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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已经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并将进入一个相

对稳定的提高阶段。因此,新的税制建立了“简税

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暠的原则,代替了过去“宽
打窄用暠的原则,其目的即是尽可能地减少税收对经

济的扭曲作用。从图4和回归方程中也可以看出,

2002年至今的宏观税负增长速度是1997—2001年

时期宏观税负平均增长速度的一半左右,处于稳定

提高的态势。

图4暋1990—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时间序列

暋暋三、税收收入与GDP总量的协整分析

暋暋1.平稳性检验

对我国1990—2010年的税收收入与GDP进行

对数变换,从其变动趋势中可以看出lnGDP 与

lnTi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并且变动的方向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一致性,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

系,并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因为所用的数据是时间

序列数据,为防止伪回归,须先用 ADF单位根检验

法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
表1暋对数的税收收入与对数的GDP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c,t,n) ADF值

临界值
(毩=0.05) 结论

lnTi (c,t,1) -1.623 -3.732 非平稳

D(lnTi) (c,0,1) -3.272 -3.099 平稳

lnGDP (c,t,1) -1.733 -3.760 非平稳

D(lnGDP) (c,0,1) -3.081 -2.833 平稳

暋注:(c,t,n)分别代表在 ADF检验中是否含有常数项、时间趋势和

滞后阶数。临界值均选定为5%的显著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未经差分的序列lnGDP、

lnTi 均 不 平 稳,而 经 过 一 阶 差 分 的 序 列

D(lnGDP)、D(lnTi)平稳,故lnGDP、lnTi均为

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

的关系,采用的方法是 EG 两步法。此处以国内生

产总值和税收收入为例,对二者间的协整关系进行

检验并得出估计结果如下:
lnTi = -5.765+1.319lnGDP

暋(-17.083)暋 (46.239)

暋暋进一步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在

5%的显著水平下,ADF值为-3.760,小于临界值

-2.344,故残差序列没有单位根,残差序列平稳,即
说明Ti和 GDP之间协整,有长期的稳定关系。

暋暋四、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结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

与该国人均GDP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因而对于人均

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

应该为13%左右;以此类推,人均 GDP在750美元

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则为20%左右;对于人

均 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

观税负则为23%;而对于那些人均 GDP在10000
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就应该是

30%(如表2)[6]。据此看来,高收入国家拥有最高

的宏观税负的平均值。这也说明宏观税负与国民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我国自1990年起人均 GDP一直稳步上升,到

2010年为止,我国的人均 GDP已达到4565.34美

元,因此根据上述的模式计算,目前我国最优宏观税

负水平应该为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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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1990—2009年各收入等级国家宏观税负均值 %

年份
高收入
国家

中等高收
入国家

中等低收
入国家

低收入
国家

1990 34.63 29.94 21.75 17.07
1995 36.38 30.19 21.25 16.98
2000 37.29 27.30 21.30 16.03
2005 37.44 18.38 21.51 11.36
2009 37.45 17.31 22.38 10.67

暋注:1990、1995年数据系根据靳东升《90年代中国宏观税负国际比
较研究》整理[5]。2000年及以后数据根据http://www.oecd.
org/document/及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data.worldbank.
org/整理计算而得。

统计表明,从1990—2009年,高收入国家的宏

观税负逐步提高,中等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先升

后降,中等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先下降后上升,而
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呈下降的趋势。我国的宏观

税负变化与中等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变化规律一

致[7]。
要想通过国际间宏观税负的比较找到我国合理

税负的区间,不能盲目与发达国家去比较而断然得出

我国的宏观税负偏低的结论,也不能和低收入的国家

相比,而听信个别方面的宣传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比

较高。通过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似或人均GDP相近的

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的。

暋暋五、结暋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我国数据进行的纵向研究,
还是跨国间横向的数据对比,均能得到比较类似的

结论,也就是说,考虑到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宏观税负水平维持在23%~30%这一区间还是比

较合适的。若考虑制度外收入,通过估算得到真实

的宏观税负水平,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已

经达到30%左右[7],这样看来,我国现有的宏观税

负水平与比较权威的合理水平之间的差距不大,而
且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可知我国的宏

观税负水平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已经逐渐向类似发

展程度的国家靠拢,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

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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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Byusingquantitativeanalysismethod,thispaperexaminestaxrevenuevariationand
macro灢taxburdentendencyfrom1990to2010inChinaandmakesaco灢integrationanalysisontaxreve灢
nueandGDP,whichshowsthattheyhavelongandstablerelationship.Atthesametime,thispaper
analyzesChina'smacro灢taxburdenandexplainsthechangingrulesandreasonsofChina'smacro灢taxbur灢
denindifferentperiodoftime.Basedontheinternationalcomparisionofmacro灢taxburdeninnations
withdifferentincomes,thispaperanalyzesthereasonableregionandreasonablenessofChina'scurrent
macro灢taxburdenandpointsoutthatitisappropriatetokeepthemacro灢taxburdenbetween23%and
30%inChina'scurrentdevelopmental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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