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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展开，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从价计征、房产税试点以及

“营改增”等成为热议话题。资源税制度改革给西部地区地方财政带来显著的增

收效应，而同一时期“营改增”导致地方主体税种流失，地方财政收入构成面临

新一轮洗牌。我国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央对地

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本文以资源税制度改革是否能够减小地方政府对财政转移支

付的依存度为实证研究重点，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资源税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政

转移支付依存度的影响，通过加入虚拟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经济区域

的资源税收入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影响不一。结论是资源税制度改革

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东部次之，最后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说明 2010年

的资源税制度改革对各个地区效果显著，不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减小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依存度，还能平衡各区域之间的资源使用

和消费，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差距，协调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在目前国内迫切需要重建地方税体系的形势下，资源税制度的改革起

到了加快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的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针对资源税的进

一步改革提出合理建议，以促进资源税改革向横纵加深。 

 

关键词：资源税；转移支付；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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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s tax reform developing, the change of calculation method of resource tax from 

specific duty taxation to valuation taxation, reform of real-estate taxation and change 

of business tax to added value tax became hot topics. Resource tax system reform 

brings to the western region of local finance income effect significantly,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main local tax is missing, local fiscal revenue facing a new round of 

reshuffle. Since the tax reform, local government got a large part of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from the central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focus on the 

research that resource tax reform of the system is able to render the fiscal transfer 

payments that decrease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dependency to the fiscal transfer 

payments. The author used the panel data model to study reform of the tax's influence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dependency on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By adding virtual 

variables, the author got regression results in different economic area that how 

resource tax income affects local government dependency on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esources tax system reform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 the eastern comes second, last is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central region. Resource tax reform of 2010 in each region,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increase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in the Midwest and northeast, reducing the 

dependence on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also can balance the regional resource use and 

consumption, reduce the fiscal income gap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ast region and the west 

region. At present, local tax system is urgently requires to be rebuilt. The resource tax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quickening construction of local tax system. Finall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source tax further reform, in order to promote resource tax reform to the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deepening. 

 

Key word: resource tax; transfer payment; 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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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世界银行在《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仔细设计的税制改革能减

少增加收入的耗费，并保证税收政策与其他政策相吻合。然而这样的改革不可能

一蹴而就”。自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对各大小税种的制度调整不

断，但并未修改最基础的核心制度。理论上分税制应该是分税种制度，即中央税

种和地方税种以及共享税种，并非目前实践中按比例分成的分税收制度。这种不

彻底的分税制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产生了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税制问题。地方政

府收入有限，进而依靠“土地财政”生存，税收以外收费现象严重，随着社会经

济的迅速发展，这种矛盾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随着 2012年中国增值税改

革由试点往全国范围展开，拉开了新一轮触及深层次税制改革的序幕。“营改增”

率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两个行业试点，随后又有北

京市、天津市、江苏省等八个省市加入“营改增”试点，到 2013年 8月 1日 “营

改增”范围已推广至全国。2014年 1 月 1日起，原“营改增”行业范围扩大，

铁路运输业和邮政服务业均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行业，此次改革扩围标志着交

通运输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营改增”解决了税制中存在的重复征税问

题并且还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营业税原属于地方税种，“营改增”的改革

意味着营业税逐步被增值税取代，加剧了原先不平衡的税制，中央和地方的事权

与财权不匹配矛盾更加突出，这一形势倒逼我党重新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迫切需

要重新建立一个地方税体系，使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匹配一致。 

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①中指出“完善税收制度”

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其中包括“加快资源税②改革”战略内容。2014

年资源税的从价计征方式扩围到煤炭资源税，一系列的改革表明中央对资源税的

深化改革势在必行。资源税自诞生之日起发挥着小税种的功能，而近年来中央进

                                            
①《决定》代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

文同。 

②资源税：是指现行国家对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由于资源条件的差别所取得的级差收入并

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课征的一种税，是单一税种的概念。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资源税改革对降低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影响实证研究 

2 

行的一系列的税收制度改革，尤其是对资源税前所未有的重视，表明资源税的潜

在功能被中央重新定义和规划。而同一时期，由于营改增的影响，地方主体税种

面临流失，地方税体系面临重建考验，必须对地方主体税种进行调整。而地方的

资源税收入从 2004年的 83.3亿元增长至 2013年的 960.31亿元①，十年间翻 10

倍。自 2010年对资源税的重大改革以来，资源税三年间的增长超过 100%，尤其

是西部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而煤炭作为我国第一大能源，从 2014 年 12

月 1日起的改革必将带来煤炭资源税较大幅度的增长。 

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采访时，答《经济日报》记者：“资

源税从量变从价机制覆盖到煤炭，对我国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中的地方税体系具有

重要意义，对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应对、化解雾霾的长效机制更具有全局意义”。

资源税制度的改革为资源富饶地区特别是西部地方财政收入提供一定程度上的

支持，而且各种文件及国家领导公开讲话都暗示着中央此番对资源税制度的改革

将向横纵加深，届时会对资源富饶地区的财政增收效应会更加明显，进而对减小

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有一定的帮助。中央此时出台一系列改革政策的背后，是

否意味着资源税真的有希望成为地方主体税种之一？资源税的改革是否真的对

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资源税收入的增加效应是否能让中央逐

步减少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进而降低西部地区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

资源税对于区域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否会随着改革越来越显著？ 

对资源税制度和区域财政收入的研究既体现了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是为

国家制定未来宏观政策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个大背

景下，本文将同时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探讨、研究资源税改革对地方

政府对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的影响。 

 

1.2 论文结构 

本文总共分为五章，各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①数据来源：各项财政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CEIC中国

经济数据库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或者由统计数据计算所得。同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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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绪论。结合当前税制改革热点资源税和地方财政收入，提出论文研

究的命题：资源税改革对降低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影响实证研究。并介

绍文章总体结构、研究方法、论文思路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文献综述。对资源税制度改革及我国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税体系建

设的文献进行归纳总结。 

第三章，资源税制改革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理论分析框架。阐述我国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的来源及变动轨迹，具体介绍了我国的资源税制度并与国外资源税制

度进行对比。 

第四章，实证分析。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论文研究命题进行实证分析，验证

笔者在上文中提出的假设。 

第五章，结论和建议。分析实证结果，得出结论：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减

小地方政府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尤其针对中西部地区效果更加明显，

最后针对资源税制度改革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结合理论进行对问题的研究。本文首先

对国内有关资源税研究内容进行整理。然后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选取相关适合指

标度量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数据处理。在模型建立之前，使用计算所得指标和相

关数据，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确定变量之间不存在伪回

归问题。再根据 Hausman检验和 F值检验结果最后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利用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改进模型，研究资源税改革对我国不同区域地方政

府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的影响。对我国资源税制度的改革及效应进行理论分析，

并结合模型提出改革建议。从而对资源税改革与我国地方政府对财政转移支付依

存度的关系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探讨。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区域财政转移支付

涉及多学科的知识领域、多方面的因素考虑，需要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对其现象成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资源税改革对降低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影响实证研究 

4 

因作出解释、资源税的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的影响进行逻辑上的

归纳、推断，总结二者的关系及未来趋势，这是定性分析。同时，在定性分析的

基础之上，本文利用我国各省份的统计数据，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从而

对定性分析结论进行检验和证明，两者相结合使本文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1.4 论文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结合当前税制改革的热点，虽然有很多文献研究了资源税

改革，但大部分是从对资源开采、价格的影响以及资源税改革合适的时机和税率

的角度。本文从资源税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的影响，并使用经典

的面板回归模型计量方法对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加入二元变量，对东部、中部、

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四大经济区域进行对比。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1）由于没能获得 2000-2012年中央对地方各省的财

政转移支付的具体统计数据，本文只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各省地方政府的中央补助

收入的统计数据进行替代衡量；（2）本文仅从四大经济区域的角度进行对比，

并未对具体到各省的实证研究，不能得出资源税制度改革对各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结果；（3）未对资源税种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可行性直接进行实证研究，仅从

侧面角度论证资源税改革会降低地方政府对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间接得到资源

税有可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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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资源税改革相关方面的定量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资源

税税率和资源税改革效应这两方面。一部分学者通过 CGE模型说明征收资源税的

最佳税税率，也有部分学者通过计量模型分析说明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或资源

价格的影响，也有学者通过计量模型分析资源税改革对降低区域财政收入差距的

影响。 

在实证分析方面，徐瑛（2007）和徐晓亮（2010）都使用实证方法得出资源

税税率的调整对经济的影响。徐瑛（2007）认为：我国目前的资源税率较低，应

通过提高开采环节的资源税税率，传递到其他行业。其通过构建 Ghosh模型，用

现实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模拟资源税调整的区域效应，度量资源税税率调整给各

行各业带来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资源税对价格调节的效应变小，根据资源税

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效应，对沿海地区效应小，对内陆地区价格影响很大，故应该

优先调整中部资源税税率，有助于减小资源税对产品价格带来的压力，并且为西

部地区的产品提高竞争力提供一次机遇①。与徐瑛（2007）比较，徐晓亮（2010）

则测算出了资源税的合理税率区间。徐晓亮（2010）认为：如果资源税的税率设

置合理，不仅能够增加税收收入，还能减少资源的消耗，进而增加社会的总体福

利②。其使用的方法是在传统 C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资源的账户和经济账户，

将模型分为若干模块。通过枚举法对资源税税率的合理范围进行宏观层面的定量

分析，最终得出最适合的资源税税率区间 5%-7%。该文不仅分析了资源税的合理

税率区间，还定量分析了资源税率的提高对居民支出消费的影响、社会福利的变

化。 

在资源税改革对上游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中，李冬梅（2012）通过计量模型，

将能源生产量（替代资源开采量）、资源消费量分别对资源税税额进行回归，得

                                            
①徐瑛.资源税调整的区域效应分析——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7,05:49-53. 

②徐晓亮.资源税改革中的税率选择:一个资源 CGE模型的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01: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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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提高资源税税负会有效地降低资源开采量以及资源消费量的结论。邹楠（2013）

也使用了计量模型对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作出研究。与李冬梅相比，邹楠在计

量模型中加入了二元变量，设原油或原煤的供给量为因变量，将该年是否发生政

策变化设为二元变量加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是原煤和原油的资源税

制度改革对上游的原煤供给影响很小。 

张可云和安晓明（2013）首次引入泰尔指数解释区域财政收入差距，用实证

研究说明资源税贡献率对区域财政收入差距的影响。而林炳豪（2014）则在泰尔

指数的基础上，增加了计量模型。林炳豪（2014）认为：资源税对缩小区域财政

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影响，首先通过使用泰尔指数测度 1998年至 2011年我国东北

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财政收入差距以及资源税贡献率，初步结论为提高

资源税有利于增加经济较不发达区域的财政收入，尤其是西部。然后后通过建立

对数回归计量模型，用泰尔指数的对数形式对资源税贡献率的对数形式进行回归，

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和 E-G检验，结论是资源税对协调区域财政收入

差距有作用①。文章还提出了深化资源税改革的建议，认为应扩大资源税征收范

围，并统筹规划和设计，建立税、费、金、利、价联动机制。 

在理论分析方面，对于资源税的税率是否较低问题，刘晔（2010）认为：提

高资源税税率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节能减耗，保护环境。不同的市场主体对提高资

源税税率的反应不同。刘晔建议要实现资源税改革目标，政府应对企业的产品价

格进行一定的管制，才会倒逼企业对生产方式和技术进行改革，否则资源税的会

全部或大部分转移给消费者而非企业自身进行改进。并且配以相关配套的改革措

施，出台促进部分资源开采企业退出重组的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和

投入替代，增大税改对居民的替代效应②。 

刘晔（2010）详细地分析了资源税应如何定位其功能以及资源税制度改革对

企业的影响。席卫群（2009）则在分析资源税税率提高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

资源税改革时机。席卫群（2009）认为：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虽然在短期会推动

物价上涨，但长期影响不大。由于矿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长期价格弹性较高，上游

                                            
①林炳豪.资源税对区域财政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4,02:57-62. 

②刘晔.资源税改革的效应分析与政策建议[J].税务研究,2010,05: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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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上涨，下游企业的需求量随之减少，需求曲线向下移动，抵消了部分价

格的上涨效应
①。另一方面，提升资源税税率倒逼企业对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进行

技术改革，同时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减小东西部地区差异。席卫群还指出，提高

资源税税负并不会改变结构性减税总体格局，资源税属于小税种，即使提高资源

税税率，其增税效应也会被结构性减税改革中的减税效应所抵消。所以目前是资

源税改革最佳时期。 

关于资源税制度改革时机的选择，安体富、蒋震（2009）则从产业结构矛盾

和区域结构矛盾的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认为国家不应在经济高速

增长或者经济低谷时期进行资源税制度的改革，目前经济形势平稳适合推广资源

税制度改革。安体富、蒋震（2009）提出改革建议：扩大资源税课征范围，细化

税目，将以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的方式改为以产量或资源储量为计税

依据
②。贾康（2010）也分析了资源税制度改革的良好时机，他认为目前经济形

势良好，通胀压力小，为税制改革提供了良好时机。 

贾康还分析了政府在资源税制度改革中应提供的相关配套政策。贾康（2011）

认为：由于时机不成熟等原因，1998年的资源税在价格改革方面并未取得成功。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源的回采率低下、生产方式粗放，严重影响了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贾康（2011）提出建议，应实施资源税价联动改革，上调资

源税税负，影响开采环节的成本，进而传导至整条产业链。为资源税制度顺利改

革，国家应提供相关的保障手段，包括破除不当垄断因素的配套改革。 

以新疆为试点所实施的资源税制度改革为起点，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

开的资源税制度改革，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热议。越来越多学者对资源税在地

方税体系中的贡献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资源税改革对地方起到

了一定的财政功能，能够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尤其是针对资源丰富的地区，但在

未来是否适合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颇有争议。 

大部分学者仅从资源税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进行理论分析。资源税制

度改革对总体资源税增收效应明显，但对资源较匮乏的东部地区的效应不明显，

                                            
①席卫群.资源税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分析[J].税务研究,2009,07:21-24. 

②安体富,蒋震.我国资源税改革的时机选择与经济效应预期[J].涉外税务,2009,1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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