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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间接税负担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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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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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本文研究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对于

城镇不同收入家庭间接税负担的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负担的间接

税越多#但是税收占收入的比例却是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大于高收入

家庭的比例#间接税是累退的$从
#$$$

年到
#$$<

年#所有家庭的

税收负担比例都增加了#税收累退的程度没有变化$通过把税收负

担变化分为税收征管和经济结构引起的实际税率变化和家庭消费结

构变化两部分#本文发现实际税率提高是近年来所有家庭税收负担

增加的主要原因$

""

关键词
"

间接税#税收负担#累退税收

一!引
""

言

税收负担或者税收公平是税收政策制定和讨论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

税收的最后归宿一直是税收研究和税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近年来#我国税收

收入增长率持续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经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

关注$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税收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哪个收入群体受到

的影响最大2 税收收入在不同收入的消费者群体之间如何分担2 影响消费者

税收负担变化的因素中#是税收的因素还是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因素更重要2

关于税收负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国际文献中可谓汗牛充栋#已经发展

出了各种方法#得到许多有意义的成果$税收负担分析已经成为税收政策制

定和改革过程的标准信息#是税收政策改革和辩论的基础 !

O32.?3)-+*M

91**?

#

%!!%

"$但是在目前国内文献和实务中#关于税收负担的研究正处在

起步阶段$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学术研究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另一

方面也和我国当前的税制有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分税制*

费改税等财政体制改革#税收在财政收入中逐渐成为主要来源$和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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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得税为主要税种不同#在我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间接税的比重仍然比

较大$在直接税中#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不大#而公司所得税中很大一部分比

例是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构成税收收入主体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间

接税性质#使得如何确定税收最后的归宿是任何税收负担研究都必须解决的

问题$

我国间接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一半#并且在税收增长中有

着重要的贡献 !李方旺#

#$$=

"#因此间接税的负担对我国整体税收负担有重

要影响$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刻画经济中各行业的经济和税收联系#分析

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项间接税从
#$$$

年到
#$$<

年在城镇家庭之间

的负担情况#考察了间接税税收增长对城镇居民负担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发现#从行业部门来看#绝大部分部门在
#$$$

'

#$$<

年这段

时间内#实际税率提高了$从居民税收负担来看#全国平均而言#城镇居民

消费中负担的间接税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间接税负担率"从
#$$$

年的

=@"E

增加到了
#$$<

年的
&@;E

$把所有城镇家庭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成不

同收入组#间接税负担率呈现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现象#低收入家庭的间

接税负担率始终高于高收入家庭的负担率$和人们通常的看法一致#间接税

是累退的$所有收入组的间接税负担率在这段时间内都增加了$从整体来看#

所有收入组的负担率提高的程度相同#我们计算的
S1)3?

指数表明#不同收入

组负担的税收占全体税收的比例和他们的收入在全部收入的比例之间的关系

保持稳定$

通过把税收负担率变化分为税收征管及经济结构引起的实际税率变化及

家庭消费结构变化两部分#我们发现#对所有的家庭来说#实际税率的提高

是近年税收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居民家庭已经减少高税率商品的消费$在

当前经济形势下#从促进居民消费#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角

度来看#降低间接税也是对提高居民收入的一个补充选择$

本文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是本文考察的间接税的简单介绍和相关文献回

顾#第三部分是税收转嫁投入产出模型和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是文章的主

要结果#分析了城镇不同收入家庭历年的间接税负担率和影响因素$最后是

文章总结$

二!背景和文献

从
%!!=

年到
#$$&

年#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从
!@!E

达到
#$E

左右$关于近年来税收增长的原因已经有广泛的讨论#

对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逐渐达成共识$在早期的解释中#安体富 !

#$$#

"最

早提出三因素理论#构成税基的经济结构变化是解释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

!贾康等#

#$$#

&郭庆旺和吕冰洋#

#$$"

"$但是随着近十年的税收持续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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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征收管理的作用逐渐被接受 !郭庆旺和吕冰洋#

#$$=

"#征收率上升是

税收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逐渐成为共识 !高培勇#

#$$=

"$虽然文献中也进一

步解释税收征管的技术进步和中央集中管理是征收率提高的原因 !王剑锋#

#$$A

"#但是对于税收持续增长带来的影响和后果的经验研究却为数不多$

税收作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工具#除了筹集财政收入之外#一直有着促进

效率和调整公平的作用$在税收的公平方面#谁最后承担了政府的税收一直

是税收研究的核心问题$分析税收负担的最后归宿#对于政府政策制定有着

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向政府缴纳税收的人并不

一定就是承担税收的人$经济学文献中的经验看法认为#个人所得税通常由

缴纳者承担#但是对于交易环节征收的间接税常常在不同的交易者之间相互

转嫁$

在文献中分析税收负担有两种广泛使用的方法%微观模拟法和一般均衡

法$微观模拟法通常把家庭按照一定福利标准分组后#根据经验规则和税收

转嫁假设分配每一组家庭的税收负担$分配税收负担的方法通常基于平均税

率或明确的关于税收转嫁的假设$这种方法侧重税收规划*税收分析和多年

税收负担的比较#广泛应用在政府税收立法评价和分析之中#近期的文献有

Z,'C

!

#$$$

"对税收负担的比较分析$而一般均衡法则是通过建立关于经济

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税收变化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影响来衡量税收归

宿$利用国民经济账户*消费者家庭支出调查和税务部门的纳税数据#各种

各样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开发出来研究各种税制变化的影响和效果$

O53)

I

'&()%

!

#$$%

"关于美国基本税制改革的模拟研究是这方面文献的代表$

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互为补充#详细的评价和应用可以见
O32.?3)-+*M

91**?

!

%!!%

"$简单来说#微观模拟法更多应用在实际征收的税收归宿分析#

一般均衡法的长处在于税制改革的福利影响$

本文运用微观模拟法研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不同收入家庭的最

终归宿影响$增值税是对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

及进口货物征收的税收$税率有
%;E

和
%&E

两档#

%;E

的低税率主要适用于

粮油*食用植物油等产品#其他商品适用
%&E

的基准税率$营业税是对在中

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征税$其基准税率为

;E

和
<E

#娱乐业的税率为
<E

'

#$E

$消费税是在对所有货物普遍征收增

值税的基础上#选择烟*酒及酒精*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等
%"

种特

定消费品为课税对象#是对特定上瘾物品和奢侈品征收的税收$这三项是主

要的间接税#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例自从
%!!"

年以来一直在
<$E

以上$

由于间接税是在交易阶段征收的#不仅对最终消费商品征收#也对生产

的中间投入物品征收$在文献中#通常假设税收向前转嫁#这就使得税收的

转嫁和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密切相关$投入产出模型刻画了经济中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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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间联系的方式#被广泛应用在间接税负担的研究中$近期文献中#

S-13455+

!

%!!!

"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澳大利亚的间接税在不同行业的最后归宿$

]+

T

4/)?.*+*Me.1*

I

42

!

#$$$

"建立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马达加斯加居民的

间接税负担#

N+1

I

(3.*

#

01+*+*M\+.

!

#$$=

"分析了越南不同收入群体的税

收负担问题$

N+??433

#

U+3(12+*MU43-+5L

!

#$$&

"分析了美国开征碳税对不

同收入群体和地区的负担问题$本文的研究考虑了我国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征

收的情况#扩展了
]+

T

4/)?.*+*Me.1*

I

42

!

#$$$

"的模型#分析了增值税*

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三项间接税的流转转嫁对城镇不同家庭影响的演变情况$

对间接税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研究的关注$在理论研究方

面#汪浩 !

#$$!

"从理论上讨论了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流转税的设计问题#主

要出发点是效率损失问题$他的分析建立在代表性消费者的框架内#没有考

虑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在经验分析方面#刘怡和聂海峰 !

#$$"

"使用广东

省城市住户微观数据研究了间接税在城市不同收入组的分布情况$蒋洪和于

洪 !

#$$"

"利用消费支出估计了各项支出的需求弹性#在局部均衡框架内讨

论了各项支出需求弹性对于不同收入组的税收负担的可能影响$王剑锋

!

#$$"

"使用
#$$#

年城镇消费支出数据讨论了不同收入组的消费差异在不同

税率假设下对税收负担的影响$张阳 !

#$$A

"建立了一个简单一般均衡模型#

尝试分析了城乡不同收入组
#$$=

年的税收负担情况$这些文献主要分析某一

个时刻或者地区的税收负担情况#缺乏对税收负担连续性变化的考察$

在对于流转税的间接税特征刻画方面#大部分文献没有充分考虑各部门

联系之间的影响#只有平新乔等 !

#$$!

"是个例外#他们考虑了税收转嫁对

间接税负担的影响$但他们的主题是比较增值税和营业税#分析这两种税收

对企业和家庭的不同影响$在他们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关系分析中#对中间投

入征收营业税的影响进行了简化处理#对税收转嫁使用了和本文不同的税收

转嫁假设$他们的分析中使用法定税率#虽然没有办法揭示征管水平对税收

负担的影响#但是提供了一个法定税率下税收负担的基准$

本文没有区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不同影响#而是综合考虑由于经济结构

使得间接税彼此影响的因素#建立了间接税转嫁的综合模型$这样一来#不

同部门征收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就由投入产出表所刻画的经济结构关

系彼此联系在一起#互相影响$由于我们分析比较间接税作为一个整体时其

税收负担的多年演变情况#为了综合可能的税收优惠和税收征管能力变化#

我们在计算中使用实际征收税收来计算行业部门的实际税率$结合全国城镇

居民多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我们考察不同收入群体税收负担演变的情况#

揭示了近年来税收收入高增长对居民间接税负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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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和数据

间接税作为流转税#不仅对最终消费征收#也对中间投入征收#这使得

税收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嫁受经济结构的影响$类似税收负担分析中的常用

假设#我们假设生产部门的税收全部向前转移#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影响着

不同部门税收转移的程度$我们用投入产出表来刻画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经济

联系$关于投入产出表分析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何其祥 !

%!!!

"$

!一"税收转嫁模型

如果没有税收#各部门之间的价格和投入结构之间的联系如下%

B*

!

(

B

K

(

K

*

,

?

*

#

"

*

#

K

!

%

#/#

8

# !

%

"

这里#

B*

是第
*

产业部门单位产品的价格#

(

K

*

是消耗系数#表示第
*

产业部门

每单位产出消耗第
K

产业部门的投入#

?

*

是第
*

产业部门的单位产出中增加值

的比例#这使得各行业部门的价格标准化为
%

$从上面的价值恒等式#我们得

到不含税的价格向量

@

!

!

:

$

D

b

"

$

%

f

# !

#

"

这里
@K

!

B%

#

B#

#/#

B8

"

b 是部门单位产品价格向量#

:

是
8

阶单位矩阵#

D

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上标
b

表示矩阵转置#上标
J%

表示矩阵求逆#

fK

!

?

%

#

?

#

#/#

?

8

"

b 是部门单位产品增加值比例向量$

类似
]+

T

4/)?.*+*Me.1*

I

42

!

#$$$

"中的做法#和常用的税收负担分析

方法一致#我们假设中间生产阶段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都被企业向前

转嫁#根据行业联系和完全竞争的零利润假设#可以建立如下的价值平衡

方程%

B*

!

(

B

K

(

K

*

,

!

%

,)

%*

"

?

*

,

(

)

#

K

B

K

(

K

*

,)

;*B*

#

"

*

#

K

!

%

#/#

8

# !

;

"

其中
B*

是第
*

产业部门的含税价格#

(

K

*

是直接消耗系数#

?

*

是单位产出中增

加值的比例#

)

%*

是
*

产业部门的增值税实际征收税率#

)

#

K

是消费税实际征收

税率#

)

;*

是营业税实际征收税率$在这个式子的右边是部门价格的构成#包

括中间投入的价格*该部门的增加值和对该部门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

业税$实际征收税率是根据该部门实际征收的税收计算得到的#如果部门不

征收某项税收#相应的实际征收税率就等于
$

$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用投入产出表刻画经济的生产结构#并假设经济是

完全竞争的#因此方程 !

;

"刻画了该部门产品的最终使用者面对的价格#也

是消费者在消费时需要支付的价格$在消费税的刻画方面#

]+

T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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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国外的做法#将消费税和营业税都作为在最终销售阶段

征收的税收$而在方程 !

;

"中#我们考虑到消费税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在生

产阶段征收的税收#因此部门产品单位价格中包含的消费税依赖于部门的投

入结构和各投入部门的消费税实际征收税率$营业税在销售阶段征收#因此

我们把它模型化为在最终销售阶段征收的税收$在实践中#增值税在中间投

入阶段是价外税#利用中间生产阶段的增加值计算企业的应纳税额$如果增

值税的链条没有中断#消费者支付的增值税就是对全部生产过程中的增加值

支付的税收$类似于
]+

T

4/)?.*+*Me.1*

I

42

!

#$$$

"#利用增值税的这种性

质#我们把增值税模型化成对部门增加值征收的税收$

整理这个方程组#我们可以得到含税的价格向量如下%

@

!

!

:

$

D

b

$

D

b

0

)

#

1

$

0

)

;

1"

$

%

!

:

,

0

)

%

1"

f

# !

"

"

这里
@K

!

B%

#

B#

#/#

B8

"

b 是
8

维含税消费者价格向量#

:

是
8

维单位矩阵#

D

是消耗系数矩阵#上标
b

表示矩阵的转置#上标
J%

表示矩阵的逆#

fK

!

?

%

#

?

#

#/#

?

8

"

b 是增加值比例向量$0

)

%

1*0

)

#

1*0

)

;

1都是
8

维对角矩阵#对角

线的元素表示相应部门的税率#其中0

)

%

1是增值税实际征收税率矩阵#0

)

#

1是

消费税实际征收税率矩阵#0

)

;

1是营业税实际征收税率矩阵$

比较有税和没有税时的价格#我们可以得到税收的存在使得价格变化的

比例#该比例就是各部门的实际税率$具体来说#假设不存在税收时的价格

B$

根据方程 !

#

"确定#利用方程 !

"

"我们可以得到存在间接税时该部门的

价格
B&

#因而该部门的实际税率就是
&

'

K

B&

J

B$

B$

#表示税收的存在使得该部门

的价格增加的比例$由于每个部门各自的税收和投入结构不同#各行业的实

际税率各不相同$这个实际税率概括了所有转嫁的税收#既受到经济结构的

影响#也受到各部门税收征收情况的影响$

进一步#结合家庭的消费结构数据#把家庭消费支出的项目和投入产出

部门对应起来#就可以计算家庭每一项消费项目中包含的税收#汇总所有消

费项目的税收就得到家庭消费中负担的间接税$

% 本文写作时#

#$$&

年的投入产出表还没有公布#利用本文的方法分析
#$$&

年的税收负担将是对本文

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数据

从编制准备和要求来看#投入产出表分为基准表和延长表两种$逢
#

*逢

&

年份开展全国性的投入产出调查#编制投入产出表 !基准表"#逢
$

*逢
<

年份编制延长表$迄今为止#已经编制了
%!A&

年*

%!!#

年*

%!!&

年和
#$$#

年四张投入产出基准表%

#编制了
%!!$

年*

%!!<

年*

#$$$

年和
#$$<

年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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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延长表$在
#$$$

年之前#我们在公开发表的年鉴中找不到分行业的税收

数据$由于投入产表核算制度和税收数据的限制#我们使用
#$$$

年*

#$$#

年

和
#$$<

年共三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在下文计算中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中发布的
%&

部门投入产出表$

部门实际征收税率是实际税收占部门总产出或者增加值的比例#税收数

据来自相应年份 +中国税务年鉴,的分行业数据$在税务年鉴中#有按照行

业划分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数据$我们根据 +

#$$&

全国投入产出调查

培训手册,和 +中国
#$$#

年投入产出表编制办法,中投入产出部门的解释及

国民经济行业及投入产出部门对应#把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实际税收

收入对应到相应的投入产出部门#详细的对应办法我们放在附录中$增值税

的实际征收税率等于部门实际征收的增值税占部门增加值的比例#营业税的

实际征收税率等于部门实际征收的税收占部门总产出的比例#消费税在生产

和进口环节而不是零售环节征收#作为近似#消费税的实际征收税率等于部

门实际征收的税收占部门总产出的比例$

家庭消费支出项目和投入产出表部门的对应是根据 +中国
#$$#

年投入产

出表编制方法,第
<$

'

=$

页介绍的消费支出项目和投入产出表部门对应方法

进行的$家庭消费数据来自历年的 +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

年鉴,#家庭消费支出项目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

健*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八大类#每大

类商品下再划分为若干中类#每个中类下划分为若干小类$

#$$#

年消费支出

项目和
#$$<

年的消费支出项目分类是一致的#

#$$$

年的消费支出项目没有其

他年份详细$对于
#$$$

年缺失的小类数据#我们用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结构

计算该收入组在
#$$$

年相应消费项目的消费$我们根据小类中包含的商品的

性质对应到相应的投入产出部门中$根据 +中国
#$$#

年投入产出表编制办

法,中的介绍#把消费项目和
"#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的部门进行对应#然后根

据
%&

部门表的部门和
"#

部门表的部门对应得到了各消费支出项目对应的
%&

部门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名称$

# 由于篇幅限制#详细的对应表可以向作者索取$

在家庭消费支出的
=A

个小类和中类中#大部分的消费支出项目对应唯一

的投入产出部门#但是也有一些消费支出项目对应多个投入产出部门#这时

对消费金额在不同部门的划分#我们尽量按照 +

#$$#

年投入产出表编制办法,

的指引#当指引不明确的时候#我们根据投入产出部门的性质和消费项目的

性质进行了规定$

#

年鉴中提供了不同收入组城镇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包括了不同

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详细数据$在年鉴中也报告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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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组调查家庭的数量和家庭平均人数#在我们计算税收负担的
S1)3?

指数时

作为相应的权重$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

及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

缴纳的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在

+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中#全部家庭按照家庭平均每

人可支配收入分为不同的收入组$分组是采用五等分法#先将调查户按平均

每人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然后按照各占
%

-

<

的比例分为低等收入

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等收入户五个组$为了进一步

分析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情况#又将低等收入户分为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

户两组#各占总调查户数的
%$E

&高等收入户分为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两

组#也是各占总调查户数的
%$E

$同时#占总调查户数
<E

的更低收入户作

为困难户单列#反映城市贫困户生活情况$因而#所有城镇家庭根据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为不等的
&

组#最低收入的
<E

又特别单列出来$

四!主 要 结 果

这一部分我们报告主要发现#首先是我们计算的投入产出表各部门间接

税历年的实际税率#接下来我们讨论了不同收入组的税收负担比例和税收负

担变化#最后是影响间接税负担因素的分析和讨论$

!一"不同部门间接税实际税率

各产业部门历年的实际税率概括在表
%

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

年

到
#$$<

年#总的趋势是实际税率逐渐提高$各部门实际税率的决定因素一方

面是本部门的实际征收税率#另一方面是该部门的投入结构和投入部门的税

率$部门的实际征收税率由该部门的税收优惠和征管水平决定#税收征收率

的提高是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培勇#

#$$=

"$而部门投入结构则是产

业政策和经济结构发展确定的$这二者的差异使得不同部门的税率变化不尽

相同$

#$$$

年实际税率最高的前三个部门是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保险#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年前三个部门则是机械设

备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

#$$<

年的税率前三甲则是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机械设备制造业#

以及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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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历年投入产出部门的间接税实际税率

部门代码 部门
实际税率

#$$$ #$$# #$$<

%

农业
$@$;< $@$;= $@$;!

#

采掘业
$@$!< $@$!; $@%;$

;

食品制造业
$@$&< $@$!< $@$!=

"

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
$@$A# $@$!& $@%$;

<

其他制造业
$@$=! $@$=" $@$A$

=

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

&

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
$@$!; $@%%" $@%;<

A

化学工业
$@$!" $@$!A $@%#$

!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 $@%%;

%$

金属产品制造业
$@%%" $@%$< $@%;%

%%

机械设备制造业
$@%#A $@%<" $@%<#

%#

建筑业
$@$!! $@$!A $@%%%

%;

运输邮电业
$@$A= $@$!% $@$!$

%"

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
$@%<% $@%#A $@%<;

%<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A! $@$A; $@%#%

%=

金融保险业
$@%"& $@%$; $@%$"

%&

其他服务业
$@%$A $@$&= $@$!!

!二"间接税占收入的比例

不同家庭消费不同的商品和劳务#通过把家庭的消费支出项目和投入产

出表的部门对应#我们可以得到家庭消费支出中包含的间接税数量$由于税

收的存在#家庭预算项目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家庭的支出结构也会发生变

化#如果家庭消费是有弹性的#家庭消费支出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这里我们

按照税收负担分析中常用的假设#考察税收对消费支出的一阶效应#这可以

看做税收对家庭福利变动的补偿变换的一阶近似$我们使用实际征收税收计

算各消费支出项目的实际税率#得到的结果类似于实际税收在不同家庭的负

担分布情况#这也是我们的研究所关心的$

; 国内生产总值*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A

,$

把家庭根据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成不同的收入组#每一组的消费中包含的

间接税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综合在表
#

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趋势来看#

全国平均而言#从
#$$$

年到
#$$<

年#人均间接税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

$@$="

增加到了
$@$&;

#平均每年增加
$@#

个百分点$在宏观层面上#增值

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三项税收全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

年为

$@$&;

#

#$$#

年为
$@$A$

#

#$$<

年为
$@$!%

$

;我们得到的结果和宏观的税负相

比偏小$出现这种现象#有我们方法的限制性因素$在我们计算中投入产出

部门的分类比较粗#有税的行业和没有税的行业被汇总在同一个部门#使得

部门的实际征收税率降低#相应的消费者的实际税率降低$如果得到部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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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细致的投入产出表和分部门税收#可以减少这个因素的影响$

表
#

"

不同收入组间接税负担率

-5+??

收入组 比例
#$$$

年
#$$#

年
#$$<

年

$

困难户
<E $@$&= $@$A< $@$!<

%

最低收入户
%$E $@$&; $@$A $@$A!

#

低收入户
%$E $@$& $@$&" $@$A%

;

中等偏下户
#$E $@$=& $@$&# $@$&&

"

中等收入户
#$E $@$=< $@$& $@$&<

<

中等偏上户
#$E $@$=; $@$=A $@$&#

=

高收入户
%$E $@$=% $@$=& $@$=!

&

最高收入户
%$E $@$<& $@$=# $@$=A

全国平均
$@$=" $@$=A $@$&;

S1)3?

指数
J$@$;= J$@$;= J$@$;=

把家庭分成不同的收入组#在这段时间内#所有家庭的间接税负担率都

在上升$对于占全部家庭
%$E

的最低收入户来说#间接税负担率从
#$$$

年的

$@$&;

#增加到
#$$#

年的
$@$A

#到了
#$$<

年进一步上升到
$@$A!

$而收入最

低的
<E

的困难户家庭#间接税负担率在
#$$$

年已经是
$@$&=

#到了
#$$<

年

上升到了
$@$!<

$对于占全部家庭
#$E

的中等收入户来说#间接税负担率从

#$$$

年的
$@$=<

#上升到
#$$#

年的
$@$&

#在
#$$<

年又上升到
$@$&<

$高收入

家庭的间接税负担率也是上升的$对占全部家庭数
%$E

的最高收入户来说#

间接税负担率在
#$$$

年只有
$@$<&

#到了
#$$#

年上升到了
$@$=#

#

#$$<

年这

个比例也达到了
$@$=A

$

我们这里得到的不同收入组
#$$<

年的负担率小于平新乔等 !

#$$!

"得到

的税收负担率#但是和他们的分析一致#间接税都出现了随收入增加而下降

的累退现象$和他们结果的差异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

"平新乔等 !

#$$!

"

的计算中假设了消费者具体的效用函数#我们这里只是使用效用函数的一阶

近似#没有假设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

#

"税收转嫁模式不同$我们的分析中

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来分析税收转嫁#在平新乔等 !

#$$!

"中只有最后阶段才

征收营业税#他们的分析中没有考虑行业结构联系的差异$!

;

"我们使用实际

征收税收计算实际税率#在他们的计算中使用的都是法定税率#而法定税率

通常高于实际征收税率$因此他们计算的税收负担率高于本文的结果$我们

的分析和平新乔等 !

#$$!

"的分析互为补充#他们的分析提供了法定税率的

影响#我们的分析更多的是从实际负担的角度出发$

对比不同收入家庭的税收占收入的比例来看#间接税负担率呈现出明显

的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的现象$在每一年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家庭间接税

负担率都高于平均水平#而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家庭收入的间接税负担率都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来说#在所有年份中#收入最低的困难户家庭的间接

税负担率都是最高的$

#$$$

年时最低收入户的间接税负担率为
$@$&;

#中等

收入户家庭的间接税负担率下降到了
$@$=&

#而最高收入户的间接税负担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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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年的间接税负担率中#最低收入户是
$@$A!

#中等收入户是

$@$&<

#最高收入户是
$@$=A

$

从家庭负担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例和他们的收入占全部收入比例的对

比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间接税呈现累退的现象$我们计算了
S1)3?

指数#它

提供了一个从整体上综合税收比例和收入比例来判断税收负担的指标 !

S1)3?

#

%!&&

"$

S1)3?

指数的计算类似于基尼系数#在计算基尼系数的
Q.24*̀

曲线中#

横坐标是按照收入高低排序后各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纵坐标是相应的

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如果把横坐标换成按照收入高低排序后收入占全部

收入的比例#而纵坐标是负担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例#就得到了反映税收

负担的
S1)3?

指数$

S1)3?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

J%

#

%

1#如果
S1)3?

指数为负数#

表示低收入家庭的税收份额超过了他们的收入份额#税收负担是累退的&如

果
S1)3?

指数为正数#税收负担是累进的#低收入家庭的税收份额低于他们的

收入占全部收入的份额$如果税收和收入成比例#则
S1)3?

指数等于零#越接

近
J%

表示税收负担的累退程度越高#越接近
%

表示税收负担的累进程度越

高$从表
#

最后一行可以看到#间接税负担的
S1)3?

指数都小于
$

#间接税是

累退的$

#$$$

年间接税负担的
S1)3?

指数是
J$@$;=

#

#$$#

年和
#$$<

年的

S1)3?

指数都保持不变$虽然家庭税收负担比例都增加了#但是从不同收入的

家庭负担对比来看#税收的累退性变化不大$

!三"税收负担率变化结构分解

为了考察家庭间接税负担率增加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它进行分解$我们

知道#由于间接税是在消费阶段发生的#税收是由家庭预算中消费的结构和

各消费项目的实际税率共同决定的#因此#间接税负担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实际税率变化和消费结构变化两个部分$用符号来表示#就有
+

!

(

&

*

N

*

#

这里
+

是家庭间接税负担率#

&

*

是第
*

项消费支出的实际税率#

N

*

是第
*

项消

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因此从第
&J%

年到第
&

年家庭间接税负担率变

化可以分解如下%

"

+

&

9

(

"

&

*&

N

*&

,

N

*&

$

%

#

,

(

&

*&

,

&

*&

$

%

#

"

N

*&

#

这里
"

+

&

K

+

&

J

+

&J%

是间接税负担率变化量#

"

&

*&

K&

*&

J&

*&J%

是第
*

项消费支出实

际税率变化量#

"

N

*&

KN

*&

JN

*&J%

是第
*

项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变化

量$因而#上式右边的第一项是实际税率变化引起的税收负担比例变化#第

二项是消费结构变化引起的税收负担比例的变化$

我们在表
;

中分解了不同收入组
#$$$

年到
#$$<

年的间接税负担率变化

因素#计算了实际税率变化和消费结构变化的贡献比例$我们可以看到#虽

然所有家庭税收负担比例都在增加#但是
#$$$

'

#$$#

年和
#$$#

'

#$$<

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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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负担比例增加的来源略有差异$从表
;

的第
#

列可以看到#所有收入组家

庭的间接税负担率从
#$$$

年到
#$$#

年都增加了#但是从第
;

列和第
"

列中的

实际税率变化和消费结构变化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到#税收负担增加是实际税

率增加和消费支出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消费项目的实际税率增加了#

家庭消费结构中#税率高的项目的支出也增加了$

表
;

"

税收负担率变化结构分解

收入组
#$$$

'

#$$#

年
#$$#

'

#$$<

年

负担变化 税率变化!

E

" 消费结构!

E

" 负担变化 税率变化!

E

" 消费结构!

E

"

困难户
$@$$! ;;@< ==@< $@$$! !<@#

"

"@A

最低收入户
$@$$= "<@& <"@; $@$$! !;@" =@=

低收入户
$@$$; !< < $@$$= %%$@A J%$@A

中等偏下户
$@$$" ="@# ;<@A $@$$< %#<@! J#<@!

中等收入户
$@$$< <%@% "A@! $@$$< %;#@# J;#@#

中等偏上户
$@$$" <<@; ""@& $@$$; %A&@! JA&@!

高收入户
$@$$< "%@# <A@A $@$$# ;#;@# J##;@#

最高收入户
$@$$" ;<@# ="@A $@$$= %$&@! J&@!

全国平均
$@$$; =;@" ;=@= $@$$< %;<@! J;<@!

但是从
#$$#

年到
#$$<

年的税收负担比例增加的来源不同$从表
;

的第
=

列到第
&

列可以看到#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反而减轻了税收负担比例#除了

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家庭#其他所有家庭由于实际税率增加引起的负担增加

比例都超过百分之百$消费结构变化和文献中发现的储蓄率上升是一致的$

'(+/.*+*MD2+?+M

!

#$$A

"利用城镇家庭微观数据发现#从
%!!<

'

#$$<

年

人均储蓄率上升了
&E

#达到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

-

"

$储蓄增加主要是由于

家庭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私人支出影响家庭储蓄动机#而且不完全的

金融市场也影响消费支出$因此#间接税负担率增加#主要是实际税率增加

的结果#这在高收入户家庭中最明显#由于实际税率引起的间接税负担率变

化达到
;#;@#E

#同时由于消费结构变化引起的间接税负担率变化是

J##;@#E

#实际税率增加已经显著地超过了消费结构变化$

!四"讨论

和平新乔等 !

#$$!

"的发现一致#间接税是累退的#并且从多年的数据

可以看出#税收持续增加的显著后果是居民消费中的间接税负担率平均而言

出现增加的势头#从
#$$$

年的
=@"E

#上升到了
#$$<

年的
&@;E

$在这段期

间内#所有家庭的间接税负担率都增加了#但是低收入家庭间接税负担率始

终是最高的#并且间接税负担率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从不同收入家

庭负担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例来看#间接税负担的整体累退性没有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增加的间接税收是按照比例分摊在所有收入群体中的$

近年来的实际税率上升是税收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不同年份的间接税

负担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由于实际税率变化和由于消费结构变化两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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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到
#$$#

年税收负担的变化#是由于实际税率增加和消费结构变化都增

加的缘故#而
#$$#

年到
#$$<

年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实际税率增加的结

果#虽然家庭储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有减轻负担率的作用$实际税率是

综合了行业税率*经济结构和税收实际征管能力等因素的结果#实际税率的提

高可能也影响了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大部分家庭降低了高税率商品的消费比例$

现行税制的格局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这样的税制格局#对于有效地取

得财政收入非常有利$但是#对于有效地调节贫富差距#直接税较之间接税#

具有更大的调节作用$建立成熟完善的收入保障体系#调整由于垄断和准入

限制造成的行业间工资收入差异#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针对特定收入群体

的直接收入补贴等措施#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影响会更加直接$所以#提高

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比重#调整税率改革#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

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逐步提升中国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并使

其同取得收入的功能兼容#应当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

五!总
""

结

利用投入产出表追踪税收转嫁的途径#我们考察了城镇居民消费中负担

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三项间接税的负担变化情况#揭示了近年来税

收收入持续增加对居民税收负担的影响$税收增长使得实际税率增加#所有

家庭负担的税收占收入的比例都增加了$比较整体税收累退性发现#税收增

长对所有家庭的影响是一致的#从
#$$$

年到
#$$<

年#间接税的累退性基本

保持不变$实际税率增长的影响超过了储蓄率上升的影响#家庭的负担率上

升主要是实际税率增加的结果$

虽然我们给出了主要间接税在城镇居民负担中的变化情况#我们的分析

还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方向$由于税收数据限制#在投入产出模型中我们使

用的是
%&

部门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比较宽#可以考虑更细的分类&另外我

们的分析只是短期的分析#没有考虑资本积累中包含的税收$在收入和消费

数据方面#如果可以得到家庭微观数据#能够使研究更加细致&不仅考虑税

收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纵向公平#也可以分析不同特征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的

横向公平&我们的分析只考虑了城镇居民的税收负担#没有分析农村居民的

税收负担#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非城镇居民的消费数据比较复杂#这些都是

未来进一步完善的研究方向$

附录
"

投入产出部门实际税收的确定

国民经济分行业税收数据来自 +中国税务年鉴,中的 +分项目分企业类型收入情况统

计,和 +税收收入分产业情况统计,$+税收收入分产业情况统计,按照行业门类给出了各

项税收的总计数据#而 +分项目分企业类型收入情况统计,给出了行业内部更加详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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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

+

#$$&

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培训手册,附件三 +中国
#$$&

年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与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对照表,给出了投入产出表的
%""

个二级分类部门和国民经济行业中类 !工

业和建筑业细分到小类"的对应#利用 +中国
#$$&

年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及代码,和

+中国
#$$#

年投入产出表编制办法,中附件五 +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和解释,确定的投入

产出表
%""

个二级部门和
"#

个一级部门的对应关系#可以确定相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和投

入产出表一级部门的对应$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在
"#

个一级部门中

也进行了类型合并$在
%&

部门表中#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和相应的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基本

对应$根据这个对应关系#我们把国民经济行业税收分配到相应的投入产出部门$对于税

收统计的口径解释#我们也通过网络检索了税务部门关于税收统计的文件进行了确认$

在处理税收数据时#增值税和消费税存在海关代征进口商品税收的问题#但在年鉴中只

给出了分行业的国内税收和行业大类总计的全部税收数据$我们使用行业的全部税收和国内

税收的比值作为调整系数#使用各行业的国内税收作为收入结构调整后得到相应部门的

税收$

!一"增值税的对应处理办法

在
#$$<

年和
#$$#

年增值税调整中#主要是对制造业的税收进行了调整#制造业包括

投入产出表中的多个部门$行业调整系数
K

行业全部增值税-行业国内增值税$对应部门

的国内增值税乘以行业调整系数之后就得到该部门的税收$这样处理是假设行业内部各产

业的增值税和国内增值税有相同的比例#由于产业分类的口径较大#误差应该不大$

#$$$

年没有分行业门类的税收#相应行业的调整系数我们使用
#$$#

年和
#$$<

年的平

均值作为调整系数#从国内增值税得到全部的增值税$我们将平衡部分的税收作为其他行

业的税收#这对应着投入产出部门的 (其他服务业部门)$投入产出表和当年的税收项目

具体的对应情况如下%

!

%

"采掘业部门的税收直接来自采掘业$

!

#

"食品制造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制造业的烟草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和食品加工*制造

业三个小类$

!

;

"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制造业的纺织业和服装及其他制品

业两个小类$

!

"

"其他制造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制造业的造纸及纸制品业小类#在
#$$<

年还包括了制

造业中的家具制造业小类$

!

<

"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部门的税收来自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年的税收是在国内增值税结构调整后得到的#不包括来自煤气小类的税收$

!

=

"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制造业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电力*煤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煤气两个小类$

!

&

"化学工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制造业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橡胶制品业两个行业

小类#在
#$$<

年还包括了医药制造业小类的税收$

!

A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制造业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小类$

!

!

"金属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制造业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两个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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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制造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制造业的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在
#$$<

年还包括了制造业的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两个小类$

!

%%

"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部门的税收来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

%#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部门的税收来自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

"其他服务业部门的税收在
#$$<

年来自其他行业#

#$$#

年来自其他行业和社会服

务行业两个小类#

#$$$

年来自其他行业$

最后#经过上述调整#

%&

部门历年的增值税数据对应如附表
%

所示$

附表
%

"

#$$$

'

#$$<

年投入产出各部门增值税收入 单位%万元

部门代码 部门
#$$$ #$$# #$$<

%

农业

#

采掘业
;&=""=& "<#"!=& %%&!"<!#

;

食品制造业
"#%!&#< <&=$<<= A!;!%&A

"

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
;%;A<$" "$<="=; =&=<%&%

<

其他制造业
=<%A$# !!<A;; %A%%"%%

=

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A% %%&"#<&<

&

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
%;"A;!; %!"!=;; ;!&=$#A

A

化学工业
;=;%!<< "A$==#; %$%%;;"!

!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A"#%&$ ;<%&"&;

%$

金属产品制造业
;=<!%=! "A!A%#< %#="<<#A

%%

机械设备制造业
%<#&;;"# #<#"&A&# ;!%$&=##

%#

建筑业

%;

运输邮电业

%"

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
%;!"&<!< %="";##! #!##%#!A

%<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金融保险业

%&

其他服务业
"<&;%$& ;"<#A;& !$;=%$!

总计
=%"!;%=" A%"%%&!$ %"A=&$<A;

!二"营业税的对应处理办法

营业税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建筑和运输邮电业#以及第三产业的相关产业#根据投入

产出部门的性质#我们得到了投入产出部门的营业税如下%

!

%

"建筑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建筑业大类$

!

#

"运输邮电业部门税收来自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

年和
#$$$

年还包

括社会服务业中的公共交通小类$

!

;

"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部门的税收来自住宿和餐饮业#

#$$#

年和
#$$$

年

还包括社会服务业大类中的旅店小类的税收$

!

"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部门的税收主要来自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两个行业#不包括旅游和其他商务服务的税收$

#$$#

年和
#$$$

年的税收也包括来自代理

业*租赁*广告*转让经济权益等小类的税收$

#$$<

年包括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非电信的税收$

!

<

"金融保险业部门的税收来自金融保险业大类$

!

=

"其他服务业部门的税收来自以上提到的部门之外的全部税收$主要包括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其他行业和社会服务业中不属于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部门的小类行业的

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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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整后的
%&

部门营业税数据对应如附表
#

所示$

附表
#

"

#$$$

'

#$$<

年投入产出各部门营业税收入 单位%万元

部门代码 部门
#$$$ #$$# #$$<

%

农业

#

采掘业

;

食品制造业

"

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

<

其他制造业

=

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

A

化学工业

!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金属产品制造业

%%

机械设备制造业

%#

建筑业
;<=#<;A <%&=%A" !AA$="!

%;

运输邮电业
#AA#;&; ;A#$=%A <&!;#<#

%"

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
%$==A%" %"%A=&; #%<&$$;

%<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A%=#! <"#===$ %%=$A<$&

%=

金融保险业
<;"<!;# ";=;;"$ <<#A"<=

%&

其他服务业
#!%&&$A ""&$A"$ &;"=#$;

总计
%AA<=!!" #"=&=;%< "#;%"$&$

!三"消费税的对应处理办法

消费税也需要处理海关代征消费税的问题#我们使用国内消费税的结构通过调整系数

来得到不同部门的消费税$消费税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小部分来自第三产业$我们把第二

产业的海关代征的进口商品消费税和滞纳金根据第二产业的国内消费结构进行调整#调整

系数等于第二产业消费税合计除以第二产业国内消费税合计$第三产业的消费税来自批发

零售业$

#$$$

年第二产业的税收是根据
#$$#

年和
#$$<

年第二产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比例的

平均值计算得到的$具体来说%

!

%

"食品制造业部门的税收来自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加工业两个行业$

!

#

"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部门的税收来自石油加工业$

!

;

"化学工业部门的税收来自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和鞭炮焰火四类商品的税收$

!

"

"机械设备制造业部门的税收来自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

"其他制造业部门的税收来自批发和零售业对贵重首饰的税收$

经过调整后的
%&

部门消费税数据对应如附表
;

所示$

附表
;

"

#$$$

'

#$$<

年投入产出各部门消费税收入 单位%万元

代码 部门
#$$$ #$$# #$$<

%

农业

#

采掘业

;

食品制造业
=$%A%&& &=$A#&$ %%<!$;;A

"

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

<

其他制造业
"%&$! ;!#&< A=;"!

=

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
%&%;&<! %!=&$#% #&=;#=!

A

化学工业
#!;&A= #=";=" ;AA="=

!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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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代码 部门
#$$$ #$$# #$$<

%$

金属产品制造业

%%

机械设备制造业
"

=#!"=!

"

A"<A%A #$;#""<

%#

建筑业

%;

运输邮电业

%"

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

%<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金融保险业

%&

其他服务业

总计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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