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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994年以来税收增长率只有很少部分能被

GDP增长率解释，它们的相关性很差。F统计量F(1,8)

=4.58，5%水平下并不显著；X的系数也很小，而且

p-value仅为0.065，t统计量也不显著。说明经济增

长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并不大，而且常数项解释了税收

大部分的增长（14.7%）,几乎可以说，经济以外的

其他因素对1994年以来的税收增长做出了相当大的

贡献。可以通过图1更直观地看出这一问题。

图1   1994～2003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关系

结论：1.从总量上看，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高度

相关，关系密切。这表明经济仍是税收的基础，税收

来源于经济。2.从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

分析中可以看到，1994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只是税收增

长的一个因素，还存在其他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并

且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回归方程中这些忽

略因素的存在，使得上文中的回归方程可信度很低。

3.从图1可以直观地发现，1994年以来的税收增长呈

现发展的阶段性。1994～1997年税收增长基本与经济

增长呈现相同的发展趋势，而1998～2003年的税收

增长呈现与GDP低增长速度相悖的趋势。

二、经济增长之外其他因素对税收增长影

响的分析

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吴鹏飞

内容提要：我国近年来税收高速增长既有税收供给方面（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又有税收需求方

面（如财政政策等）的影响。本文就1994～2003年的税收增长进行了分析，提出主导1994～1997年

税收增长与1998～2003年税收增长因素的差别，并运用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方法来验证了模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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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特别是近10年的发展更是迅猛。1994～2003

年，GDP总量从46 759亿元发展到116694亿元，增

长了约150%。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是经济的反

映。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经济运行质量

的提高，有效带动了我国税收的快速增长。但1999～

2003年期间，在GDP增速相对1994～1998年下降的

情况下，税收却以高于GDP增长率几倍的速度增长，

2004年的税收增长更是大幅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导致

这种增长的原因是什么?2005年以后能否保持这样的

增长速度？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①

一、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呈现一个先

降后升的过程，首先对税收收入和GDP的总量相关性

进行分析。利用1994～2003年的税收收入（Y）和GDP

（X）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得出（本文回归方程系数皆由

stata软件计算而得）：

y=-7874.575 + 0.232X, R2=0.995
         (2 080.923)           (0.023)

说明回归方程拟合较好，税收收入可较好地被

GDP解释。而F统计量F(1,8)=100.78，表明两个统计

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可以通过F检验。这也说明回

归方程总体是优良的。

接下来用经济增长率来解释税收的增长率。利用

1994～2003年的税收收入增长率（Y）和GDP增长率

（X）做回归分析得出：

y = 0.147 + 0.184X, R2=0.195
         (0.022)           (0.086)

① 写作本稿时虽然已有全国性的税收收入数据，但GDP 数据尚未全部统计完成，故本文未采用2004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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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的提出

为了全面分析其他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笔者用

古典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来分析税收的实现过程，提

出了税收增长的供需模型。一方面，经济增长决定了

税收的来源和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政策和

财政行为决定了政府对税收增长的需求。供给方容易

理解，因为税收增长本质上来源于经济增长。之所以

引入政府财政行为作为税收增长的需求方，是因为受

我国现行税制、征管监督体系和其他经济管理制度的

制约，对税收收入一直实行计划管理，即每年都根据

财政支出的需要和上年的收入规模，按照一定的增长

比例确定当年的税收收入任务。各级税务机关按照上

级税务机关及当地政府确定的计划任务组织税收，而

且把完成税收收入任务作为履行税收职能的一个重要

标志，这种财政需求可能形成刚性的超越经济提供能

力的税收计划，从而对税收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政策

和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上表中看出。

税收增长是供给约束和需求刺激两类因素共同作用

相互平衡的结果。如图2所示，S为税收增长供给曲线，

反映税收潜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D为税收增长需求曲

线，反映政府财政所需的税收收入增长，均衡点为供给

约束和需求刺激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均衡税收增长。

     图2   税收增长供需图

（二）理论框架

1.影响税收供给的因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构

能对税源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对税收收入产生影响，高

效、高增值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提供更广泛和优质的税

源。税制的累进程度对税收收入也产生影响，所得税为

主的税制结构相比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税收收入随

经济周期而波动的趋势要更明显。经济发展只是为税收

增长提供潜在可能性，税收制度决定了税基的程度，税

收制度的变动和新的税收政策必定对税收收入产生影

响。另外，征管能力以及税制覆盖程度决定了国家从税

源中汲取税收的能力，对狭义上的税收效率产生影响。

2.影响税收需求的因素。现阶段，我国实行年度

的税收计划制度，税收计划在我国被赋予很高的权威

性，财政支出在税收计划制订前便已确定，税收计划

不能完成的话可能产生严重赤字。而税收计划管理制

度也是各级政府对税务部门进行领导、管理、考核的

一种方法，税收任务对税收增长产生很大影响。另

外，不同财政政策类型对税收的需求不同，会对税收

收入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我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

策期间，财政支出往往增加，从而对税收需求增加；

反之，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也能降低对税收的需求。

依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大小，我们将税收增长原因分

为供给主导与需求主导两种。当供给因素主导时，税收

增长中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税收根据预算灵活调整，

即税收计划随经济发展情况的预测而定，从而不起决定

作用。当需求因素主导时，政府采取逆经济形势而动的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有两种情况：一是如凯恩斯所主张

的，在经济衰退、不景气时要减税，经济过热时要增税；

二是财政需求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反而出现下降趋势。

（三）模型假设

 如上所述，我国近10年来的税收增长呈现发展的

阶段性：对于1994～1997年的税收增长，笔者认为是供

给主导型的。从图1可以清楚看到这一阶段税收增速基

本与GDP增速保持一致。供给方面经济高增长，为税收

                        1998～2002年我国税收增长因素分析                       单位:亿元

年 份 增长额 经济因素 比重（%） 政策因素 比重（%） 征管因素 比重（%）

 1998 1 003 317 31.6 236 23.5 450 44.9

 1999 1 220 807 66.1 0 0 413 33.8

 2000 2 349 1 553 66.1 496 21.1 300 12.8

 2001 2 511 1 231 49 630 25.1 650 25.9

 2002 2 272 1 315.2 57.9 -220 -9.7 1 176.8 51.8

合 计 9 355 5 223.2 54.9 1426 13.6 3 293.03 31.5

资料来源：1998～2001年数据来自金人庆《中国当代税收要论》，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2002年数据根据吴新联《逆向调节—2002年税收情况大盘

     点》，《中国税务报》2003 年 5月 8日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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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税收需求方面由于1993～1997

年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阶段，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

策，促进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物价水平回落到

低水平，因此税收需求拉动动力不足，供给占主导地位。

1998～2003年可以看作是需求主导阶段。在这一

阶段，除了对很小部分税收政策有微调，税制和税率

没有大变动，由于经济低增速发展，经济增长对税收

增加的影响在减弱；而税收需求方面，1998年以来是

应对通货紧缩趋势的阶段，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9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的持续发行，有效抵御了亚洲

金融危机的冲击，每年拉动GDP1.5～2个百分点，促进

了经济结构调整，有力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一方面

经济增长放缓制约税收增长，另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

构成对税收增长的压力，结果是需求动力压倒供给约

束，从而出现经济萧条时税收反而快速增长的悖理。

（四）实证分析验证

首先采取分部样本回归，将样本分为1994～1997

年与1998～2003年两部分，对税收增长率（Y）和GDP

增长率（X）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1994～1997年，Y=0.154+0.134X
                  (0.005)    (0.028)

1998～2003年，Y=0.044+1.52X
                          (0.032)   (0.412)

经过分部回归，1994～1997年的回归方程性质有明

显提高。R2=0.835，说明拟合程度有了显著提高，而两

个系数也都是显著的。税收增长与GDP的增长密切相

关，供给主导的假设得到了证明。但1998～2003年的回

归方程仍不理想，常数项不是显著的。因此，建立一个

自回归模型，加入税收需求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就税收收入而言, 它不仅依赖于同期的国内生产

总值, 还同以前各期的GDP及以前各期的税收收入

有关。首先,GDP实现时间与税收实现时间存在差异，

某一时点完工或未完工的产品都作为GDP的实现产

值来计算, 而税收是在实现销售后才征收，税收的

增长总在GDP增长之后；其次,税收计划是强有力的

需求拉动力，而当年的税收计划又是在考虑往年的税

收完成情况基础上产生的。定义变量lnTax、lnGDP分

别为对数的税收收入及GDP值，对于1994～2003年

的数据，建立ADL（1,1,1）模型（两个外生变量，解

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各滞后一期）。

lnTax
n
=β

0
+β

1
lnGDP

n
+β

2
lnTax

n-1
+β

3
lnGDP

n-1
+µ，

根据数据计算得出：

lnTax
n 
=- 5.449 + 1.302lnGDP

n 
+ 0.627lnTax

n-1
+

         (2.383)          (0.455)            (0.197)

0.512lnGDP
n-1
，R2=0.997，SER=0.030

   (0.152)

可以看出该方程对数据拟合得相当好，R2值达

到0.997，而各个系数性质也都比较好。这就证实了

在这些年中，税收增长一方面源于经济增长，另一方

面由于税收计划具有刚性，且税收计划取决于往年税

收完成情况，客观上促进了税收的高增长。

三、综述与展望

（一）经济推动及需求拉动促成税收的高

增长

19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对我国的税制产生巨大影

响，1994～1997年处于税制改革过渡期，到1997年

以后，税制改革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1997年以后的

税收超常增长属于恢复性增长，而这一时期采取的积

极财政政策也对税收增长产生强大的需求拉动力。另

外，近几年的税收征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二）新形势下税收增长的未来走势

2003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经济结构性过热的苗头，

国家从2004年初实行新的宏观调控措施，为了配合此

次宏观调控，财政税收政策也果断及时地进行了调整。

长期建设国债规模从2003年的1400亿元调减到1100

亿元。一些以国债筹资建设的项目资金拨付进度有意放

缓，有意识地控制对由预算资金拨款支持的基本建设

项目的支出进度。同时，显著强化财政资金使用中的

结构导向，大力支持农业、公共医疗、就业、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而2005年已确定实

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在这种形势下，财政政策以及其他

需求因素对税收的拉动力大幅度减弱。尽管国家采取

了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实现“软着陆”，但

可以相信，2004年的经济高增长在2005年将持续下去，

这种经济增长将为税收增长提供充足来源。故2005

年以后的税收增长将更平稳，并反映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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