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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

的影响因素#主要考察了经济基本面和征税努力水平对于税收收入

的影响%我们利用成对样本 !

9

(&/1:;(,

9

2&'

<

"的数据结构#使用工

具变量处理了税收努力度量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估计了国税和

地税机构的征税努力对于税收增长的不同影响%这种模型设定的好

处是既考虑到一个地区的国税和地税面对着同样的经济基本面#同

时又可以识别两个机构征税努力的增收效应所存在的差异%我们发

现#

=>?

增长对于税收的增长有接近
@AB

的解释力#征管努力对税

收收入也有重要的贡献#地税局税收努力水平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国

税局的边际效应%

关键词
!

税收努力#征税机构#税收增长之谜

一!引
!!

言

从
!CC@

年分税制改革至今#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不但税收收入总额连创新高#而且其增长速度连续多年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如图
!

所示"%尤其是进入
"!

世纪之后#税收收入的增长率趋于稳定#但始

终保持高于
=>?

近
!#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

注#很多学者都在探究税收超速增长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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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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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税收发展历程来看#有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税收过

速增长的现象#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些国度在相应的

时间内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比如战争的爆发导致军费开支激增#或是严

峻的自然灾害导致抗灾$社会救济开支激增#从而推动了政府支出规模的急

剧扩张%另一种可能是#有重大的税制变革在这些国家发生#比如增设新的

税种#或是提升原有税种的税率#或是拓宽原有税种的税基#从而引起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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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全国实际税收总额和实际
=>?

增长率趋势'

!CC@

(

"##E

年

收收入规模的急剧上升%所以#由支出扩张带动税制变革#再由税制变革带

动税收收入增长#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税收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现象%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看到#在分税制改革之后#既

没有因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引致的政府支出规模的激增#又没有因政府支出规

模急剧扩张而带来的以增税为主要意图的重大的税制变革%可以说#中国税

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一个难以采用一般规律加以解释的罕见而特殊的

经济现象 !高培勇#

"##F

"%

关于中国税收收入持续超速增长这一谜团#国内学术界有着很多解释和

讨论%大致来讲#可以总结为经济因素$政策性因素和管理因素三个方面

!安体富#

"##"

"%

所谓影响税收增长的经济因素#主要是关注社会经济各类变量中和税收

增长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些变量%在这些变量中#最为重要的是
=>?

的增长%

事实上#如果其他环境不变#税收应该大致与
=>?

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然

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税收持续保持超速增长%潘雷池 !

"##D

"着眼于经济

因素#从 )可税
=>?

*的角度研究其对我国税收超速增长的作用%他发现即

使采用 )可税
=>?

*#也无法完全解释如此大的增长率差距%经济因素中另一

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郭庆旺和吕冰洋 !

"##@

"考察了产业结构的变

化对于税收的影响#并指出在现行税制结构下#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

比提高明显有利于税收总收入的增长%不过产业结构也不能对税收高速增长

进行解释%

在扣除经济因素之后#最容易进入研究者视野的便是政策性因素#如税

率的调整$起征点的提高等%这一因素往往会被学界所忽略%一般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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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中占比重最大的增值税$所得税的税收政策是高度稳定的#税率和

征税办法长期不变%对其他一些税种#如印花税等#尽管政府为了调节经济#

会频繁地对这些税种的征税办法进行调整#然而#一方面它们占税收收入的

比重较小#另一方面#政府既有增税的政策#又有减税的政策#多方面政策

加总之后的效应远不会使得税收收入增长在如此大的程度上超越
=>?

增长%

高培勇 !

"##F

"发现#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能够称得上具有增税意义的税制调

整事项只有两个'

!CCC

年对居民个人存款利息所得恢复课征个人所得税&

"##"

年将车辆购置费改为车辆购置税%不过这两类税收的增加对于总体税收

的增长并没有起到足够大的作用#并且税收的增长速度在
"##G

年之后仍旧持

续超过
=>?

的增长%

管理因素对于税收增长的重要作用是最近学者关注的热点%所谓管理因

素#是指税务部门征税和税务稽查的努力程度%金人庆 !

"##"

"认为#导致

税收收入增长超过
=>?

增长的因素中#经济增长因素约占
A#B

#政策调整和

加强征管因素各占
"AB

%高培勇 !

"##F

"在分析了以上的三个因素后#发现

以上三个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税收超速增长之谜#他提出了 )税收征管空间*

的概念#即理论应征税额和实际实征税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税收征管

空间的巨大导致了税务部门可以通过加强征管来加速税收的增长%

然而#对于管理因素的研究#大部分的文献仅仅停留在定性论述的层面

上#深入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可能的原因是缺乏数据以及对管理因素的识别

困难%必须强调的是#管理因素是一个无法实际观测的因素#无法用某个经

济变量直接进行度量#所以更多的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来讨论管理因素对于

税收增长的影响%

在为数不多的实证文献中#大致出现了三种度量税收努力的指标'第一

种是使用税收努力指数#潘雷池 !

"##D

"以税收努力指数作为税收征管水平

的代理变量#发现税收努力指数的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

我国征管水平提高比率对我国调整后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能力可以达到

DD5E@B

%第二种是使用
O(2,

P

.&;0

指数#崔兴芳等 !

"##F

"$吕冰洋和李峰

!

"##E

"均采用了
O(2,

P

.&;0

指数的计算方法对税务部门征税和税务稽查的努

力程度进行了度量%其中崔兴芳等 !

"##F

"主要计算了各地区
!CCF

(

"##G

年

税收征管效率的总体提高值#从税收监管强度的总体提高的角度来解释税收

收入的增加%而吕冰洋和李峰 !

"##E

"利用
!CCF

年(

"##A

年的省级面板数

据#分别计算了每一个地区每一年的
O(2,

P

.&;0

指数作为税收征管效率的代

理变量#在控制了
=>?

的增长$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后#发现税收征管效率

提高
!B

#每年将促进税收增长约
@5!B

%第三种是王剑锋 !

"##D

"使用税务

工作人员人数$税务工作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税务部门人均事业费作为努

力水平的代理变量#主要集中论述了企业所得税和进出口税这两个特定税种

税收收入受税收努力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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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重新考察影响中国税收收入超速增长的因

素#侧重考察经济基本面和税收努力的作用%和上述提及的文献相比#我们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从两方面对以往文献的处理方法做出了改进%

! 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讨论现有文献在税收努力测度方面的缺陷#第五部分将详细讨论工具变量的

选取%

其一#在数据可得的范围内#本文直接选用税务稽查部门上报的查实率

作为税收努力水平的度量#避免了以往研究在指数构造中使用税收数据而产

生的内生性问题%并且使用和税务官员特性相关的努力投入作为工具变量解

决了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

!

其二#我们利用同一地区国税和地税两个平行的系统#构造一个成对样

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国税和地税两个机构征税努力的不同效果%

相比之前的研究#我们的方法既考虑了两个征税机构共享基本面因素的因素#

同时又识别了两机构努力边际回报的差异%由于国税的硬件建设较为领先#

征税过程相对简单#而地税税种繁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征收#所以我

们提出的假说'税收努力在地税收入的边际回报要高于国税收入的#在后文

中会检验该假说%

在研究结论上#我们估计了经济增长和税收努力对税收增长的边际贡献%

关于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贡献#我们发现#控制了年哑变量和其他控制变

量后#实际
=>?

每增长
!

个百分点#实际税收收入增长
#5FG"

个百分点#对

比以往文献中
!5!E!

!崔兴芳等#

"##F

"或
!5AGF

!郭庆旺和吕冰洋#

"##@

"#

我们发现以往文献中经济增长的效果被高估#其原因是因为在以往文献中没

有控制时间趋势#因此在他们的估计中存在着除了经济增长以外的时间趋势#

和经济增长一起同向影响税收收入%而关于增长的分解#在我们的模型中#

经济增长可以解释税收收入增长的
@AB

#相较于潘雷池 !

"##D

"中得到的

"A5AB

#更接近金人庆 !

"##"

"的
A#B

预测%

关于税收努力对税收增长的边际贡献#我们发现#国税 !地税"查实率

增长
!

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
#5D"C

!

!5""@

"个百分点%在以往文献中#

崔兴芳等 !

"##F

"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
!

个百分点#税收增长
#5FA@

个

百分点&吕冰洋和李峰 !

"##E

"发现#税收征管效率提高
!

个百分点#每年

将促进税收增长
@5!B

%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对于努力的测量各不相同#得到

的估计系数并不可比&另外这些研究没有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估计结果不

完全可靠%在更为严谨的计量框架下#我们相对准确地估计了税收增长各因

素的贡献#本文发现国税 !地税"查实率的增加能够解释税收增长的
!CB

!

!GB

"#说明税收努力对于税收收入的增长有着显著的作用#是解开税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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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之谜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下来的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变量的选取和计量模型设定#

第三部分描述数据#第四部分讨论基本的回归结果#第五部分详细分析工具

变量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

二!变量选取和计量模型的设定

!一"模型设定和征税努力水平的度量

在以往研究税收收入决定的文献中#经济因素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

一%除此之外#制度或者政治因素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

Q(8/&*('0

#

!CA"

"%

$/(&'(':O&221/

!

!CC#

"和
R+SS1/81/0(':T%(/K(';K

3

!

!CE!

"等两篇文章着

重研究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过程对于税收预算收入的影响#他们考察了法律上

的差异$法律执行程序上的差异 !如是否有一票否决权等因素"对预算过程

的影响%

U$VW

!

!CDE

"$

$/(&'(':O&221/

!

!CC#

"和
?+01/8(

!

!CCF

"认为财政

政策的相关变化是税收预算收入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
?+01/8(

!

!CCF

"发

现#在保守的财政政策下#当财政赤字出现时#税收收入会更快地进行调整%

然而#这些研究仅仅针对某一特定的因素#鲜有将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研

究%

O1//&S&12:

!

!CC!

#

"###

"是较为全面解释税收收入的文献之一%他使用

了
!E

个变量#阐释了许多制度和政治原因会同时决定税收收入#其中包括官

员的偏好和决策的过程%在他的文章中#

!E

个显著的解释变量涵盖了制度$

政策$经济$地理等因素#解释了税收收入的
C#B

以上%

除了控制了经济$制度等变量之外#在本文的模型中#一个重要的解释

变量是征税机构的征税努力水平%然而#努力水平是一个不易观测的经济变

量#一般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度量指标#通常需要选取一个代理变量%

假设我们研究的回归方程可以简写为如下形式'

X'Y(Z

[

!

!

""

)SS+/0

"

#

# !

!

"

其中#

X'Y(Z

表示税收水平的对数#

!

为控制变量#

)SS+/0

为不易观测的税收

努力水平%假设我们为税收努力水平找到代理变量
$

#那么它要符合如下

条件'

$+\

!

$

#

)SS+/0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第一个条件要求选取的代理变量和税收努力之间要有关系&第二个条

件要求给定税收努力水平和控制变量后#代理变量和税收收入之间无相关性%

在以往的文献中#主要采用如下三类代理变量#即税收努力指数
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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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0%+2:

#

!CC!

&潘雷池#

"##D

"$

O(2,

P

.&;0

指数 !崔兴芳等#

"##F

&吕冰

洋和李峰#

"##E

"和直接使用税务机关的相关数据 !王剑锋#

"##D

"#前两类

代理变量较难满足外生性条件 !

"H"

"#而第三类直接使用税务机关相关数据

会因为遗漏如税收人员的工作效率等影响税收努力水平的重要因素而造成估

计的偏误#我们将会在第五部分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

" 括号中为相关系数的标准差%

本文使用税务稽查部门汇报的查实率#即稽查部门一年以来检查出有问

题的纳税户数和总检查户数的比例#作为税收努力的一个度量%采用该指标

有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查实率直接来源于税务稽查机关的工作业绩汇报#

和文献中的
Y)V

$

O(2,

P

.&;0

指数相比#更为客观%由于查实率是税收部门努

力的直接结果#而
Y)V

$

O(2,

P

.&;0

指数是基于一定的假设#利用税收收入构

建出的指数#相比而言#查实率可以避免类似
Y)V

$

O(2,

P

.&;0

指数和方程

!

!

"中的残差项相关的问题%其次#税务稽查的过程可以看做是稽查人员在

一定纳税人范围内#通过仔细盘查#最终为国家挽回税收损失的过程#而查

实率正是税务人员在该过程中努力的结果#其努力既可以体现在选取合适的

被检查纳税户上#也可以体现在检查过程的仔细程度上%最后#查实率相对

于其他经济环境变量#如地区
=>?

#是一个比较独立的衡量%在我们的数据

中#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的查实率和
=>?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5#C

!

#5"A

"和

#5#F

!

#5@"

"

"

%由于查实率刻画的是税务稽查部门的工作业绩#因此该度量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较小%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查实率作为税收努力的一个度量#也会因测量误

差产生内生性问题%如果我们用
Y(/

<

10W(01

表示查实率#根据上文的论述#

Y(/

<

10W(01

[

)SS+/0

"#

# !

G

"

将 !

G

"代入 !

!

"#我们有

X'Y(Z

&

!

!

""

Y(/

<

10W(01

'"#"

#(

在该方程中#查实率为内生变量#因为
$+\

!

Y(/

<

10W(01

#

#

"

[

$

"

#

#

#

%然而#

我们可以使用
L2(*K8./'(':61.,(/K

!

!CC"

"的方法#使用工具变量解决查

实率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会在第五部分进行讨论%

当然#我们所使用的这一度量还是会存在一些可能的问题%其一是查实

率虽然和税务稽查的 )产出*相关#而税务稽查只是税收过程的一部分#税

收努力包括法律法规普及$报税制度设计等其他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可以

看到#税务稽查是提高依法纳税比率的最为直接的手段#也是税务机关工作

的重点%税务稽查努力的结果是总税收努力结果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二#

在给定税收努力的水平下#查实率或许会和一部分经济环境有一些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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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归方程中#我们控制了省
=>?

$二三产业比重$民营企业和个体经

济数等变量#使查实率更好地反映税收努力水平%其三#每一个省逃税漏税

状况可能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和该地区的历史相关%一些省在历史上可能就

是逃税漏税的大省%在我们的回归方程中#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

方法#将这些历史特征抽象为一个固定效应#通过差分的方法排除了路径依

赖这一问题%

!二"成对样本的面板数据方法

中国的税收征管系统在
!CC@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出现了国税局和地税局

的两个系统并存的结构%于是#对于每一个省$每一年#我们有两个观测值'

国税局的税收收入和地税局的税收收入#以及相应两个系统的稽查数据%这

种数据结构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两个系统在征税努力方面存在的差异#

二是同一地区的两个征税机构又面对着同样的经济基本面%对于中国税收增

长问题的研究#从成对样本面板数据的角度入手的文献目前还没有#本文的

一个重要创新之处在于利用面板数据下的成对样本的处理方法研究两种不同

征税系统的努力%

尽管我国同时存在的两个税务系统有分工#各司其职'国税局负责征收

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等中央税收&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

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地方税收%但同时#两个税收系统

间的联系是紧密而且重要的%首先#尽管两个系统所负责的税种不同#但它

们所面临的课税对象是一样的#都是该省该年的各类企业%举例来说#同一

个工业企业需要和国税局打交道#上缴增值税#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和地税局

打交道#上缴企业所得税%税收的增长#尤其是控制了经济增长后的税收增

长#很大程度上被当地这些企业所具备的商业风气$民风民俗等所影响&税

收努力的效果和回报#也同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其次#两个系统同

时受同一个省政府的领导#尽管地方的财政压力很大一部分由地税局承担#

但国税局所得增值税会有四分之一直接归地方#因此国税局也会受到地方财

政压力的影响%同时#在干部的任免$考核等方面#地方领导的评价对于国

税局和地税局的干部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同一个地方两个税收系统税收

的增长和税收努力的提高具有不可忽略的相关性%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两

个系统间的关系不但同时影响着税收的增长#也同时影响着税收努力的回报%

对于我们识别方程#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对于上述的数据结构#我们通常见到的方法是#将同一省$同一年国税

局和地税局的数据进行加总#然后对该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但这样做有两个

缺点'其一#将样本量缩小一半#损失了很多信息&其二#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方法忽略了国税局和地税局这两个平行征税系统的存在#等价于将国税

和地税进行了合并#忽略了两个不同征税机构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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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将国税局和地税局的数据分别作为单独的面板数据估计#也

是一种可以识别的方法%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一样#这种方法忽略了

国税局和地税局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对于同一个省的国税局和地税局#两

者应该共享相同的固定效应#因为两个机构面临同一个经济环境%两者的税

收收入可能共同受到一个省的经济政策$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忽略了两者

之间的联系#我们可能会得到有偏的估计%

由于国税局和地税局共享一个固定效应#我们借鉴
U;%1'S1201/(':]/.1H

<

1/

!

!CC@

"的思路#采用成对样本的处理方法 !

9

(&/1:;(,

9

2&'

<

"%

U;%1'H

S1201/(':]/.1

<

1/

!

!CC@

"使用同一时间下来自同一家庭的双胞胎数据构建

了一个面板#通过差分#去除了家庭固定效应#然后在横截面数据下得到了

一致的估计%在此#我们仿照他们的思想#从成对样本的角度构造数据结构

和相应的计量模型#只是我们的数据是一个面板数据'

X'Y(Z

)

*

+

&

!

)+

!

"

)SS+/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表示省#

*

表示国税或地税#

+

表示年份#

,

为省区固定效应#

-

为税

收机关的固定效应#

.

为年份虚拟变量%国税和地税所共享的经济基本面变量

!

#如实际
=>?

#二三产业产值之比#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户数等#我们假

设这些变量对于税收的边际贡献相同#所以估计一个相同的系数
!

%但是由于

征收税种和征税压力等不同#地税局和国税局的征管努力水平对于税收的边

际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所以我们需要估计两个系数
"

!

#

"

"

%

如果对于每一个省$每一年的国税和地税数据进行差分#即

"

X'Y(Z

)+

&

)SS+/0

)!+

"

!

'

)SS+/0

)"+

"

"

""

-

""

#

)+

# !

A

"

这样就可以得到
"

!

#

"

"

的一致估计%然而#我们还希望能够识别方程 !

@

"中

的其他参数#于是我们将方程 !

@

"改写为如下形式'

X'Y(Z

)!

X'Y(Z

)

! "

"

&

!

)

!

! "

)

!

"

)SS+/0

)!

#

# )SS+/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F

"

其中#

X'Y(Z

)!

[

+

X'Y(Z

)!!

,

X'Y(Z

)!/

-

1

#其他变量以此类推#

*"/

为
"/ !̂

的

列向量#每一个元素都为
!

#

.[

+

.

!

#,#

.

/

-

Y

#

0

"/

为
"/^"/

的单位阵%这样

对 !

F

"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回归#便可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

三!数 据 描 述

本文的税收收入和税务官员数据来自 .中国税务年鉴/#税务稽查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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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中国税务稽查年鉴/#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户数来自 .中国私营经济年

鉴/#其他控制变量#如
=>?

$二三产业产值及其比重等来自 .中国统计年

鉴/#政府机关人数来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我

们的数据主要集中在
"##G

(

"##E

年%必须强调的是#我国的税收省级单位除

了各行政省$直辖市$自治区之外#还有五个税收单列市#分别是宁波$青

岛$深圳$大连$厦门%由于某些控制变量和政府机关人数等核心变量很难

找到相应单列市的数据#所以我们将每一个税收单列市税收收入和税务稽查

数据加总到相应的省%另外#由于上海和西藏没有地税的相关数据#北京的政

府机关人数$税务局人员人数等数据中包括了国家部委的官员#和其他省份不

同#因此我们所使用的是除以上三个省$直辖市外的
"D

个省和直辖市的数据%

在表
!

中#我们分别汇报了国税局$地税局和全国样本的变量描述性统

计%我们汇报了每年的国税和地税的税收收入$税务局官员人数占官员人数

比例$税务局
GA

岁以上人员比例以及税务稽查机关的上报的查实率 !有问题

户数和检查户数的比值"%同时#控制变量汇报了民营经济户数$个体经济户

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和比值等%

表
!

!

各经济变量的基本特征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税局样本'

税收总额!亿元"

!@# FGA5EF EG@5!E "@JEF @C"#J#A

税务局人员人数占官员人数比例
!@# #J#@ #J#! #J#" #J#E

查实率
!@# #JAD #J!D #J!F #JCC

税务局
GA

岁以上人员比例
!@# #JFE #J#E #J@F #JDF

地税局样本'

税收总额!亿元"

!@# "C#JC# GG#JFC !"JCF "#"FJGD

税务局人员人数占官员人数比例
!@# #J#G #J#! #J#" #J#A

查实率
!@# #JE# #J!A #JGA #JCE

税务局
GA

岁以上人员比例
!@# #JF# #J#E #J@A #JE@

全国样本'

税收总额!亿元"

!@# C"FJFF !#F#JEC GEJEG FC@FJ@G

税务局人员人数占官员人数比例
!@# #J#E #J#! #J#A #J!!

查实率
!@# #JF" #J!@ #J"! #JC@

税务局
GA

岁以上人员比例
!@# #JF@ #J#E #J@E #JD!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 FACAJ@" AC@EJD@ GDAJG@ G!#D@J@#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 GG@#JFA GG#!J#! !A!J!F !ACGCJ!#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 "@A@J@F ""FCJFG !GEJD@ !G@@CJEG

民营企业户数
!@# !!J@@ #JC! CJ#D !GJ@"

个体经济户数
!@# !GJGC #JD" !!JGC !@JDA

二$三产业产值比
!@# #JD! #J"! #J@C !JD#

注'以上数据为
"##G

年到
"##E

年除北京$上海$西藏之外的
"D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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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结果和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主要的计量结果进行汇报#并分析经济因素$政

策因素和征管因素分别对于税收收入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对于第二部分方程

!

F

"进行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估计的结果见表
"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实

际税收收入的对数#在第 !

!

"列我们控制了实际
=>?

对数$国税系统和地

税系统的查实率以及地税局虚拟变量&!

"

"( !

@

"列逐次增加了时间虚拟变

量$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户数对数和第三$第二产业产值比%

!!

表
"

!

国税局$地税局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成对样本!

9

(&/1:;(,

9

2&'

<

"模型

因变量'实际税收收入对数

!

!

" !

"

" !

G

" !

@

"

实际
=>?

对数
!J"DG

"""

#JA@!

"""

#JAEG

"""

#JAEE

"""

!

#J#@@C

" !

#J!DF

" !

#J!C!

" !

#J!C!

"

国税局查实率
#J#EG" #J#"FE #J#G!D #J#!AD

!

#J#DGA

" !

#J#D"@

" !

#J#D"C

" !

#J#DG"

"

地税局查实率
#J@A!

"""

#J@@A

"""

#J@@C

"""

#J@AF

"""

!

#J#CCC

" !

#J#CEC

" !

#J#CDA

" !

#J#CD"

"

第三和第二产业产值比
_#J""E

"

!

#J!G@

"

民营企业户数
#J#EEG #J#DCG

!

#J!@!

" !

#J!@#

"

个体经济户数
_#J#C#G _#J#AC@

!

#J!"F

" !

#J!"E

"

地税局虚拟变量
_!J#""

"""

_!J#@F

"""

_!J#@A

"""

_!J#AC

"""

!

#J#EE"

" !

#J#EAA

" !

#J#EAD

" !

#J#EAC

"

"##@

年
#J!#G

"""

#J#A#D #J#"CG

!

#J#GGE

" !

#J#CAA

" !

#J#CF#

"

"##A

年
#J"#A

"""

#J!E!

""

#J!E!

""

!

#J#A@F

" !

#J#EFA

" !

#J#EF"

"

"##F

年
#JG#!

"""

#J"AF

""

#J"@!

""

!

#J#EEA

" !

#J!#D

" !

#J!#D

"

"##E

年
#J@"#

"""

#JGFF

"""

#JG@G

""

!

#J!#!

" !

#J!GE

" !

#J!GE

"

常数项
@JGE@

"""

!#JG@

"""

!#J@@

"""

!#J#F

"""

!

#JGF!

" !

!J@CD

" !

"JGGF

" !

"JGGD

"

观测数
"D# "D# "D# "D#

2

"

#JC"E #JCG" #JCG" #JCGG

省的数量
"D "D "D "D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

"

$

""和"""分别代表在
!#B

$

AB

和
!B

水平上显著%所有的回归方程均考虑

了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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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对于税收增长的影响%根据我们的计

算G

#从
"##G

年到
"##E

年#国税收入实际年均增长为
!@5DB

#地税收入年均

增长为
!@5!B

#总税收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约为
!@5AB

#实际
=>?

年均增长

为
!#5@B

%在第 !

!

"列中#在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的条件下#我们发现#

实际
=>?

每增长
!

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
!5"DG

个百分点%由于实际
=>?

的增长而导致的税收增长大约为
!#5@B !̂5"DG[!G5G@B

#可以解释总税收

收入增长
!@5AB

的绝大部分%在增加了时间趋势等变量后#从第 !

@

"列中可

以看到#税收对实际
=>?

的弹性为
#5AEE

%于是#考虑其他因素后#

=>?

增长导致税收收入增长
!#5@B^#5AEE[FB

#大约可以解释税收增长的

@!B

#这与金人庆 !

"##"

"中预测经济因素约占税收总增长的
A#B

的结论

比较接近%

G 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

=>?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国税$地税两机构的税收努力回报%比较

!

!

"( !

@

"列中税收努力的度量(((查实率(((之前的估计系数#我们有两

个发现'第一#控制时间虚拟变量之后#国税和地税机构的税收努力的回报

为正#其中地税机构的系数显著#即查实率的相对增加有助于增加税收收入&

第二#地税税收努力对于税收增长的边际影响要比国税更大%从
"##G

年到

"##E

年#国税和地税系统查实率平均值变动不大#我们估计的系数结果主要

依赖于各省税收努力在横截面上的差异性%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如果地税

系统查实率上升
!

个标准差 !

!AB

"#将带来地税税收收入
F5DB

的增长#可

以看到税收努力的贡献在数量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理解地税税收努力的回报高于国税0 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在硬件条件的建设上#国税局有着地税局无可比拟的优势%国税系统可以得

到中央的直接拨款和统筹#经过十多年来金税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国税

税务监察系统的硬件建设已经非常完善%一般情况下#硬件建设和税收努力

可以认为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国税部门税收努力的边际回报会相对小

一些%两部门所征税种的不同也是导致了征税努力回报差别的一个可能原因%

相较于国税局所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地税局负责征收的税种更为

繁杂#而地税局对地方企业纳税的偷漏情况比较了解#如果愿意加大投入的

话#增税的潜力相对较大%

在讨论了经济增长和税收努力两个重要因素之后#我们还发现#绝大多

数年份的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而且这些系数随着年份增加而增大#说明

税收收入的增加存在一个不断上升的时间趋势%虽然影响这个上升的时间趋

势的因素很多#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大规模推行的金税工程是一个重要因素%

金税工程始于
!CCD

年#于
"##!

年$

"##F

年分别实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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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税工程使得纳税流程得以规范和有效#极大地限制和打击了偷税漏税

行为%

此外#一个地区的民营企业户数和个体经济的户数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统

计上并不显著%事实上#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在这些年中有较快的发展#同

时也带动了经济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财务制度上缺

乏规范#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出现偷税漏税的情况#其监管的难度很大%

这样一来#就很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对于税收收入增长的贡

献不显著%

最后#地区产业结构的因素也值得注意%我们发现#相较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的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反而较慢%这个结论和郭庆旺和吕

冰洋 !

"##@

"相反%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郭庆旺和吕冰洋 !

"##@

"

使用的是
!CCE

(

"##"

年的数据#而本文使用
"##G

(

"##E

年的数据%可以看

到#

"##"

年之后#税收的变化更为稳定#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的主体地位越

来越高#因此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对于税收增长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金

税工程二期和三期的大规模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对增值税发票的防伪和协查#

作为以增值税为主的第二产业#因为金税工程的作用#可能比第三产业贡献

更大%

五!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

我们在文章第二部分提到#如果将查实率作为税收努力的度量代入原方

程#会有测量误差的问题#具体来说#

X'Y(Z

[

!

!

""

Y(/

<

10W(01

'"#"

#

#

其中#查实率 !

Y(/

<

10W(01

"是内生变量#

$+\

!

Y(/

<

10W(01

#

#

"

[

$

"

#

#

#

%在这

里#我们可以使用税收努力的 )投入*变量#即税务人员人数和官员总人数

的比例以及税务机关
GA

岁以上人数比#作为查实率的工具变量%

@

@ 除了税务人员人数和官员总人数的比例以及
GA

岁以上税务官员比例这两个工具变量外#我们还尝试

使用了税务官员的学历$人数等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稳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致函向作者索取%

首先#鉴于王剑锋 !

"##D

"#税务局行政人员的数量可以作为税收努力的

)投入*因素的度量%在这里#我们使用税务人员人数和官员总人数的比例#

而不直接使用税务官员总人数#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政府是一个

多任务的组织#如何在不同的行政目标间分配其行政资源体现着政府对于工

作的侧重%如果一个地方的税务人员占总官员人数比例较高#表示这个地区

的政府对于税收的重视程度较高#从而税收的努力水平应该也较高%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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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任务的角度出发考虑税收努力的决定#是我们和王剑锋 !

"##D

"中度量的

一个主要差别%第二#从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来说#即使给定了税收努力和

我们所能控制的变量后#官员总人数和税收收入还是会受一些经济规模的影

响%尽管我们可以放入当地国民生产总值$民营企业数量等指标控制经济结

构#但如同税收努力一样#经济规模也是一个无法明确定义和衡量的经济变

量%但我们所使用的税务官员人数与官员总人数的比例这一度量已不再是规

模的度量#避免了这方面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是用了
GA

岁以上官员人数比来刻画税收努力的 )效

率*%税收努力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和工作经验密不可分%以税务稽查为例#在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检查#能够最优效地查获偷税漏税的现象#

这一系列尺度的把握#一方面在于熟悉和了解被稽查的环境以及逃税漏税分

子的出没时间#另一方面也在于通过不断地实践把握好最为恰当的时机#而

这两者都需要工作经验的积累%

GA

岁以上税务人员的比例越高#表明税务人

员有更多的经验#从而能够更有效率地通过努力提高税收收入%

另外#我们使用的官员人数比和
GA

岁以上比例作为 )投入*变量#它们

同样来自于税务机关客观上报的数据#和税收收入没有直接关系%进一步#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两个 )投入*变量仅仅作为税收努力的一个直接

影响因素#在控制了税收努力和经济环境的条件下#它们无法直接影响税收

收入#换句话说#工具变量和原方程残差项
#

无关%同样#这些 )投入*变

量也无法在税收努力给定的情况下对查实率进行影响#即它们和查实率的决

定方程 !

G

"中的残差项
#

无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 )投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时#我们并没

有要求控制所有的 )投入*%事实上#只要我们所使用的 )投入*变量和查实

率相关#同时和残差项无关%而如果直接使用 )投入*变量作为税收努力的

代理变量#如王剑锋 !

"##D

"#如果有遗漏决定税收努力的因素#如税收人员

的工作效率#而税收人员的工作效率又和某些控制变量相关#那么遗漏变量

就会造成方程无法识别的问题#这也是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优于直接使用代

理变量的一个方面%

表
G

的第 !

!

"列和表
"

的最后一列相同#表示直接使用查实率作为税收

努力的度量#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国税局和地税

局的查实率之前系数为正#但国税局查实率的系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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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实际税收收入对数

7XT "TXT

!

!

" !

"

" !

G

" !

@

" !

A

"

国税局查实率
#J#!AD

#JD"C

"

#JD#F

"

#JD@"

"

!

#J#DG"

" !

#J@@@

" !

#J@"D

" !

#J@@F

"

地税局查实率
#J@AF

"""

!J""@

""

!J"C"

""

!J"##

"

!

#J#CD"

" !

#JF!!

" !

#JA@A

" !

#JF!@

"

国税税务局人数占官员比
FJDC#

"""

!

!JDE#

"

地税税务局人数占官员比
GJCDF

"

!

"J"EE

"

国税局
GA

岁以上税务人员

比例

!J!C#

"""

!

#J"ED

"

地税局
GA

岁以上税务人员

比例

#JFC#

""

!

#J"C@

"

实际
=>?

对数
#JAEE

"""

#JAFC

"""

#JFG"

""

#JFF"

""

!

#J!C!

" !

#J!C#

" !

#J"AA

" !

#J"F!

"

第三和第二产业产值比
_#J""E

"

_#J!E@ _#J!G# _#J!GE

!

#J!G@

" !

#J!GG

" !

#J!CA

" !

#J!CG

"

实际二产业产值对数
#JG@@

"""

!

#J!#"

"

实际三产业产值对数
#JG!C

"""

!

#J!!"

"

民营企业户数
#J#DCG _#J##F"" #J"AC #J"@" #J""G

!

#J!@#

" !

#J!GC

" !

#J!CG

" !

#J!DF

" !

#J!CE

"

个体经济户数
_#J#AC@ _#J#A"@ _#J!"F _#J!!" _#J!"C

!

#J!"E

" !

#J!"F

" !

#J!F"

" !

#J!A#

" !

#J!F"

"

地税局虚拟变量
_!J#AC

"""

_#J""F

_!J!"E

""

_#JC""

""

_!J!#"

""

!

#J#EAC

" !

#J!E@

" !

#J@FG

" !

#J@##

" !

#J@FC

"

$?V #J#!"F

!

#J#!EG

"

常数项
!#J#F

"""

!#J#G

"""

DJ!"@

"""

!#JAD

"""

EJ#A"

""

!

"JGGD

" !

"JG"#

" !

GJ#@A

" !

"J@C!

" !

GJ@F@

"

年虚拟变量
1̀; 1̀; 1̀; 1̀; 1̀;

观测数
"D# "D# "D# "D# "D#

2

"

#JCGG #JCG@

省的数量
"D "D "D "D "D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

"

$

""和"""分别代表在
!#B

$

AB

和
!B

水平上显著%所有的回归方程均考虑

了固定效应%其中#!

!

"(!

"

"列为
7XT

#!

G

"(!

A

"列为
"TXT

#使用税务局人数占官员人数比$税务局官员

GA

岁以上比例作为工具变量%

第 !

"

"列为使用税务局人数占官员比和税务局官员
GA

岁以上比例作为

代理变量得出的结果%所有代理变量都显著为正#说明税收努力对于税收收

入有显著的影响%

第 !

G

"列为利用工具变量#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原方程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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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注意到#国税局和地税局查实率前的系数都有了明显的上升#并且

国税局查实率前的系数变为显著%其次#我们可以重新计算
=>?

和税收努力

对于税收增长的贡献%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实际
=>?

每增长
!

个百分点#

实际税收收入增长
#5FG"

个百分点%从
"##G

年到
"##E

年#实际
=>?

年均增

长为
!#5@B

#从而导致税收增长大约为
F5ADB

#占总税收增长的
@AB

%从

"##G

年到
"##E

年#国税 !地税"部门查实率年均增长为
G5G@B

!

!5@CB

"#

导致国税 !地税"收入增长
"5EEB

!

!5D!B

"#分别占国税 !地税"税收收入

增长的
!CB

!

!GB

"%我们发现#尽管地税税收努力的边际收益较高#但由于

其努力水平较低#因此对于税收增长的总贡献不如国税部门税收努力对税收

收入贡献大#这说明地税的 )征管空间*还很大#通过积累经验$完善制度$

改良设备等方法可以更进一步地提高税收努力水平#从而提高税收增长的速

度%另外#由于地税收取的过程牵扯到地方官员和当地企业之间的博弈#各

种 )藏富于民*的现象也是地税努力水平较低的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推测#

随着地方财政压力的进一步扩大#地税部门的进一步努力还将带来更快的地

税税收收入的增长%

另外#为了支持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我们使用
>(\&:;+'(':O(*]&'H

'+'

!

!CCG

"的方法#对查实率是否外生做了
>aR

检验#检验统计量为
G5A@

!

3

[#5#G

"#在
AB

水平上可以拒绝查实率外生的假设%对潜在的异方差的可

能性#我们使用
?(

<

('(':R(22

!

!CDG

"的方法#得到的检验统计量为
@E5F@!

!

3

[#5!DCD

"#无法拒绝同方差假设#即在此我们使用的同方差下的固定效应

面板数据的模型是合理的%

在第 !

@

"列中#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放松了国税$地税共享同一个经

济基本面的假设#根据我国税法的设计#国税局主要征收增值税#而企业所

得税$营业税等是地税局的主要任务#所以我们分别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产值作为国税和地税的
!

基%我们发现#国税和地税查实率之前的系数在数

值和显著性水平上都是稳健的%

在第 !

A

"列#我们加入了各省的
$?V

#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目的是

控制物价指数等的影响%但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所有系数和显著性水

平的变化都不是太大#这说明我们的结果比较稳健%

六!结
!!

论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层次上国税和地税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税收收入高

速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考察了经济基本面和征税努力水平对于税收收入的

影响%我们利用
U;%1'S1201/(':]/.1

<

1/

!

!CC@

"的思想#将横截面数据下的

成对样本 !

9

(&/1:;(,

9

2&'

<

"的数据结构扩展到了面板数据层面#一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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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个地区的两个征税机构面对着同样的经济基本面#同时也考虑到两个

机构在征税努力方面存在的差异#估计了不同机构的征税努力对于税收增长

的不同影响%为了处理税收努力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还采用了工具变量的

方法%

我们发现#经济基本面对于税收的增长有约
@AB

的解释#同时时间趋势

也对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很大作用%从征管努力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来看#总体

上税收机构的税收努力导致了税收的增长#而且地税局税收努力水平的边际

效应要高于国税局的边际效应%这些发现是在较为严谨的计量分析下获得的#

比以往的研究更为准确地界定了经济基本面$税收机构和税收努力的相对贡

献#对我们理解中国税收快速增长之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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