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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哈伯格模型基础上, 本文先引入 / 实际收入0 因素, 即征税导致总

需求下降从而要素收入下降的效应; 再结合两部门同时征收资本要素税时的情形,

以求更准确地考察中国企业所得税总税负归宿。结果表明: 边际上, 我国资本要素

至少承担了 601 2%的现行企业所得税总负担; 总体上, 资本要素则至少承担了

761 94%的现行企业所得税总负担。这说明资本要素在边际上的税负转嫁能力更强。

技术进步很有可能会显著影响总税负归宿, 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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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n the Total

Tax Incide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 Income Tax

  Abstract: Developed from the classic H arberger Model, this paper first intr o-

duces a term of / real income0, w hich is about the effects of facto r returns being

low ered by reduced aggregate demand thr ough tax ation; then it fur ther associates

the m odel w ith situation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 hereinafter abbr eviated as EIT )

lev ied in both tw o sectors for an analy sis of the to tal tax incidence o f Chinese EIT

as accurate as possible1 T he results rev eal that capital bears at least 761 94% of the

to tal EIT bur den, but at least only 601 2% of the m arg inal total EIT bur-

den1 T echno logical progr ess poses as dist inct inf luence on to tal tax incidence, w hile

consumer prefer ences have litt le ef fect1
Key words: General Equilibrium; Real Incom e; To tal Tax Incidence

引   言

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归宿是经济学界一个颇具争议而又没有明确结论的话题。哈伯格模型

( H arberg er, 1962) 以生产组织形式及企业所得税税负为标准, 将美国的国民行业划分为公

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 模型中企业所得税被视作提高了公司部门资本要素的使用成本。他通

过分析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得出结论: 美国的社会总资本, 而不仅是公司资本 (股东) 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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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企业所得税税负。按照高收入者拥有大部分资本而低收入者提供大部分劳动的一般

观点, 那么美国的企业所得税便具有累进效应。但哈伯格模型忽略了两个方面, 一是征税存

在超额负担, 表现在公司部门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高于非公司部门, 即扭曲了资本要素的

市场配置。对私人部门来说, 税收总负担包括直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企业所得税税

负) 和超额负担; 二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 /非公司部门0 产品, 基本上所有产品都由公

司和非公司共同生产, 只是公司化程度不同而已。如果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 中国企业所得

税的总税负在多大程度上由资本承担呢?

准确地说, 哈伯格模型分析的是无初始税收经济体引入无穷小公司部门资本要素税后的

税负归宿, 此时企业所得税在边际上没有带来超额负担。M ieszkow ski ( 1967) 明确指出,

哈伯格模型中需求方程的弹性系数 E是收入补偿 (希克斯) 的需求价格弹性 ( incom e-com-

pensated elasticity of demand) , 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 (马歇尔) 需求价格弹性。他还结合数

理公式将公司部门资本要素税的影响区分为两部分: 产量效应和替代效应。产量效应描述的

是产品相对需求的变化, 即公司产品需求在下降的同时, 非公司产品需求必然上升。Kr auss

和 Johnson ( 1972) 经过数学推导肯定了一种情况的存在, 即征税后公司产品和非公司部门

产品的需求都会下降。Ballent ine 和 Eris ( 1975) 指出, 是因为初始公司部门资本要素税的

存在, 导致产量效应除了产品相对需求变化之外, 还存在征税会导致经济体实际收入的降

低, 从而降低对产品的总需求。任何存在初始公司部门资本要素税的经济体都有实际收入所

导致的产量效应, 哈伯格模型不存在实际收入效应是因为其无初始税收经济体的假设。

Salani�( 2002) 指出, 哈伯格模型只能分析无初始税收经济体征收无穷小税收后的效应问

题。显然, 现行税制不是无穷小的。

另一些关于模型的讨论则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Gr avelle 和 Kot liko ff ( 1989) 认为, 哈

伯格模型关于公司和非公司部门的划分过于极端, 并严重影响到模型结论。他提出: 一是基

本上所有商品既可由公司部门生产, 也可由非公司部门生产; 二是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划

分范围在时间和地域上也会发生变化, 如美国农业在 20世纪 50年代被哈伯格界定为非公司

部门, 现在其公司化程度却越来越高, 而中国农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¹ 但哈伯格模型不能

分析主要由公司部门生产的产品也有少量非公司部门在生产的情况, 因为, 一旦如此公司部

门将不复存在。H arberg er ( 1962) 也承认, 非公司部门中存在着公司这个生产组织形式并

负担企业所得税, 但他认为出于分析的目的这是可以忽略的。Scho les 等 ( 2002) 指出, 企

业的 /公司0 或 /非公司0 的经营选择主要受非税收因素影响, 因而同一部门中 /公司0 和

/非公司0 组织形式不能因为企业所得税因素而自由转换。非税收因素在两部门间的不同决

定了两部门公司化程度的不同。此外, 即便是公司部门, 也可以采取 /非公司化0 的经营战

略来规避企业所得税, 如提高债务资本比例。

大部分现行有关税收的 CGE 模型是在哈伯格模型上发展起来的, Shoven 和 Whalley

( 1984) 总结了模型的一些发展特征。首先是增强模型单期静态均衡的现实代表性: 如对生

产投入要素的进一步讨论和区分; 对产业部门更加细致的划分; 尽量使税制在模型中得到完

整的体现等。其次是在模型中引进储蓄和投资以建立跨期均衡之间的联系, 从而模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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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据此他们指出, 哈伯格模型实质上分析的是不同产品生产所使用资本要素的差异化征税, 而不是公司和非公司

等组织形式所使用资本要素的差异化征税。哈伯格模型假设某些产品完全公司部门生产, 而其他产品完全由非公司部门

生产, 从而将产品划分和部门划分等同起来。



展的动态变化。由于分析目的的不同, 现代模型发展呈现出综合性模型和专业性模型两个方

向。综合性模型的典型代表是 BFSW 模型 ( Ballard, Fullerton, Shoven, Whal ley, 1985) ,

它是一个超大型、高度模拟现实、适应多种政策分析并提供极其详细数据的宏观分析工具,

目的在于评估整个美国税制。郑玉歆、樊明太等 ( 1999) 建立了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PRCGEM) 来分析有关税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Fullerton 和 Metcalf ( 2002) 进一步

指出, 现代税收归宿理论正朝多部门、代际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方向发展。专业性模型能适

应特定分析目的, 有关税收的有 Shoven ( 1972、1976) 将两部门哈伯格模型拓展成 12部门

来专门分析 /资本所得税0 ( taxes on income from capital) , 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了类似

的税负归宿结论。可见, 部门划分的细化并不影响哈伯格模型结论的一般性 ( A uerbach,

2006)。张阳 ( 2008) 剔除其他税种, 单独分析了中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归宿: 资本要素承

担了 821 95%的税收负担, 其余的 171 05%则转嫁给了劳动要素。综合性模型能提供全面的

分析, 结构复杂, 数据量大; 但是有时也无从保证由于不恰当的模拟现实致使其结论更不可

靠。而本文所建立的专业性小税收模型目的性强, 且有助于我们理解超额负担、消费偏好和

生产技术等因素的作用机制, 并通过参数值和估计值来计算税负归宿或其他经济效应。

本文对哈伯格模型作了两个拓展。一是把实际收入因素引入到模型分析中, 以专门分析

现行企业所得税的总税负归宿。征税的超额负担会影响到经济体的实际收入, 进而影响到总

需求、要素相对价格和税负归宿; 二是保持 /公司部门0 和 /非公司部门0 的划分, 而两部

门同时征收税率不等的企业所得税。本文将影响 /公司0 和 /非公司0 选择的非税收因素转

化为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影响因素。事实上, 哈伯格模型能很好地分析两部门同时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情况。

本文第一部分是改进了数理方法的哈伯格模型与假设, 为模型拓展作基础; 第二部分是

模型拓展; 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 第四部分是结论。

一、模型与假设

假设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两种产品 X 和 Y, 其投入的要素也只有两种, 即劳动力 L 和资

本K , 要素价格分别为工资率 w 和租金率 r。每种要素的总供给量是固定的 ¹ , 且要素在各

个部门间是完全流动的。厂商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特性, 并且追求利润最大化。市

场是完全竞争的, 价格具有完全弹性, 厂商的经济利润为零。为了忽略收入分配对需求的影

响, 还得假设所有的消费者 (包括政府) 具有相同的同类偏好 ( ident ical hom othet ic pr efer-

ences) º , 由此可知产品的需求仅依赖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和这一经济体的实际收入。

现在假设政府对 X 部门的资本要素征收从价税, 税率为 tKX 。

11 供给
两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分别为:

X = FX K X , L X

Y= FY K Y ,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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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忽略价格对生产要素供给的影响。

相同同类偏好的假设保证了消费者对产品 X 和 Y 的需求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来分配的。完全互补型的偏好、完

全互替型的偏好和 Cobb-Douglass偏好都是同类偏好。如果假设仅是消费者行为偏好相同, 那么当个体收入改变时, 个体

消费者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需求比例; 即使在经济体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 收入分配的变动也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动。



其中, K X 和L X 分别表示生产产品 X 使用的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 K Y 和 L Y 分别表示

生产产品 Y 使用的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 FX 和 F Y 分别代表X 和 Y 部门的生产技术。将上

两式求微分后再分别除以 X 和 Y 可得:

X
C

= HKX K
C

X + HL XL
C

X ( 1)

Y
C

= HK YK
C

Y + HLY L
C

Y ( 2)

其中, 帽子积分 ( hat calculus) / C0 表示变动率, 即Z
C

= dZ/ Z; Hij表示 i要素收入占 j

产品收入的份额, 例如 HKX =
r (1+ t KX ) K X

P XX
。并且 HK X + HL X = 1; HK Y + HLY = 1。

再设 RX、RY 分别表示两个部门的生产替代弹性, 在考虑对两个部门资本征收不同税率

的情况下, 根据生产替代弹性的定义 R=
d (K / L ) / ( K / L )
d (w / r ) / ( w / r )

, 可得下列方程组:

K
C

X - L
C

X = - RX ( r
C

+ tK X

C
- w

C
) ( 3)

K
C

Y - L
C

Y = - RY ( r
C
- w

C
) ( 4)

其中, tK X

C
= d (1+ tKX ) / ( 1+ t KX )。

由厂商零利润条件 X PX = wL X + r ( 1+ tK X ) K X 和 YP Y = wL Y + rK Y , 以及等式 ( 1)、

( 2) 可知

P
C

X = HKX ( r
C
+ tKX

C
) + HL Xw

C
( 5)

P
C

Y = HK Y r
C
+ HLYw

C
( 6)

21 需求
由于假设消费者和政府具有相同的同类偏好, 所以产品的需求都是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

来决定的, 相对需求的变化是不受收入分配效应影响的¹ , 即

X / Y= < ( P X / PY )

因此, 我们有

X
C

- Y
C

= - RD ( P
C

X - P
C

Y ) ( 7)

其中, RD =
d (X / Y) / ( X / Y)

d ( PY / P X ) / ( PY / PX )
是消费替代弹性, 它恒等于 1。

31 均衡条件
由于我们假设生产要素是固定的, 即 K X + K Y = K和 L X + L Y = L , 可知:

KKX K
C

X + KK YK
C

Y = 0 ( 8)

KLXL
C

X + KL YL
C

Y= 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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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即使该经济体实际收入发生变化, 相对需求也不受影响。后文将讨论实际收入变化时的情况。



Kij表示生产 j 产品使用的 i 要素的比例, 例如 KK X = K X / K。并且我们有 KKX + KL X = 1,

KK Y + KL Y = 1。

41 均衡求解
在无初始税收均衡状态下 ( t KX = 0) , 由方程 ( 1)、( 2)、( 3)、( 4)、( 8)、( 9) 可得:

(KLX - KK X ) ( X
C

- Y
C

) = - (RXaX + RYa Y ) ( r
C
- w

C
) - RXaX t KX

C

其中, aX = (HK X KLX + HLX KKX ) , aY = ( HK YKLY + HL YKKY )。注意到分母 KLX - KKX = KK Y -

KL Y = KK YKL X - KL YKK X。

再由方程 ( 5)、( 6)、( 7) 可得¹ :

X
C

- Y
C

= - RD [ (HKX - HK Y ) ( r
C
- w

C
) + HK X t KX

C
]

我们有 HK Y- HKX = HLX - HL Y = HLYHKX - HLXHK Y。由上述两式可得:

r
C
- w

C
=

[ RDHKX (KL X - KKX ) - RXaX ] tK X

C

RD ( KLX - KKX ) (HK Y - HK X ) + RXaX + RYaY

我们关注该经济体的实际价格和实际收入, 一般选择劳动收入作为计价物 ( numera-i

r e) , 即令w
C

= 0, 得:

r
C

tK X

C =
RDHKX (KLX - KK X ) - RX (HK XKL X + HLXKKX )

RD ( KLX - KKX ) (HK Y - HK X ) + RX (HKXKLX + HLXKKX ) + RY (HK YKL Y + HL YKK Y )
( 10)

根据上式可知, 部分要素税 tKX 存在两类效应。一类是依赖于 RD 的产量效应 (分子第一

项) , 征税部门产品价格的上升导致其相对需求降低, 从而影响到该部门对要素的需求; 另

一类是依赖于 RX 和RY 的要素替代效应 (分子第二项) , 征税部门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

直接降低对该要素的需求。两个部门的资本相对密度将在我们的分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产

量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决定了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

二、模型拓展

11 引入实际收入因素 ( tK X X0, 存在税收的经济体)

H ar berger ( 1962) 在分析总需求方程 X (P X , P Y , I ) 的过程中, 假设政府因从私人

部门取得税收收入而产生的消费, 将完全抵消私人部门由于缴纳税收而减少的消费。换言

之, 政府的消费行为和私人消费者是一样的, 而社会总需求不受征税及收入分配的影响。不

容忽视的是, H ar berger 推导得出社会总需求仅依赖于产品相对价格 ( PX / P Y ) 方程的另一

个隐含假设: 征税前后经济体的实际收入不变。然而, 在任何一个存在税收 t KX X 0 的经济

体中, 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在征税部门 ( r ( 1+ tKX ) ) 和不征税部门 ( r ) 间有一个差额

( rt KX ) º , 税收变化会导致资本要素在部门间流动, 从而实际收入相对于税收变化前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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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瓦尔拉斯定理 ( Walras. law) , 要素、产品市场共四个均衡条件中有一个是多余的, 模型仅有相对价格可以

确定, 事实上也只有相对价格才能影响消费者行为。我们计算过程中用X
C

- Y
C
替代了X

C
和Y

C
, 实际上只利用了四个均衡条

件中的三个。

同理可知也高于税率较低部门。



状态发生变化 ( dI ) ¹。该扭曲因素使得边际上私人部门收入的损失大于政府部门税收收入,

差额为实际收入损失 dI。

本文按照 Bal lent ine-Eris ( 1975) 的方法将实际收入变化的影响引入模型分析。在 H ar-

berger ( 1962) 模型中, 由于 tKX = 0, 需求方程为:

X
C

= E ( P
C

X - P
C

Y ) ( 7. )

其中, E= 5 X
h
/ X

5 P X / PX
= - 5 X

h
/ X

5 P Y / P Y
是对产品 X 收入补偿的需求价格弹性 ( incom e-com-

pensated price elast icity of demand, 也称为希克斯需求价格弹性) º。由同类偏好假设和斯勒

茨基方程 ( Slutsky equat ion) 可知 EX = GX +
XPX

XP X + YP Y
, 因而 E可以间接得出 »。其中, GX

是通常意义上的 (马歇尔) 需求价格弹性。将实际收入项引入到模型中, 也就是 t KX X 0时,

假设产品 X 的马歇尔需求函数 ( M arshallian Demand) 为:

X = X ( PX , P Y , w L + r K + rt KXK X )

其中, I 是该经济体的总收入, 等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它包括要素总收入和税收总收

入, 即 I= w L + r K + r tK XK X。对上式微分后, 利用斯勒茨基方程可得:

d X = (
5 X

h

5 PX
- X

5 X
5 I

) dPX + (
5 X

h

5 PY
- Y

5 X
5 I

) dP Y +

5 X
5 I

( L dw + Kdr+ tK XK Xdr + r tKX dK X + rK Xdt KX )

其中, X
h
为对产品 X 的希克斯需求 ( H icksian Demand) , 即保持消费者效用不变时商

品需求对其价格的函数。再对上式两边除以 X , 整理分化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可得:

X
C

= E ( P
C

X - P
C

Y ) + 1
I

( Ldw + Kdr + tK XK Xdr + r tKX dK X + rK Xdt KX - Xd PX - Yd P Y )

( 70)

由 ( 1)、( 2)、( 3)、( 4)、( 5)、( 6)、( 7. )、( 8)、( 9) 式可得 ( H arberg er, 1962) :

r
C

tKX

C =
EHKX ( K X / K Y - L X / L Y ) - RX (HL XK X / K Y + HKXL X / L Y )

E (HKY - HKX ) ( K X / K Y - LX / L Y ) + RX ( HLXK X / K Y + HKX L X / L Y ) + RY
( 10. )

由 ( 1)、( 2)、( 3)、( 4)、( 5)、( 6)、( 70)、( 8)、( 9) 式可得:

r
C

tKX

C =
EHKX (KX / K Y - LX / LY ) - RX (HLX K X / K Y + HKX L X / LY ) + HK X tKX / (1+ tKX )XPX / IRX LX / LY

E(HKY - HKX ) (K X / K Y - LX / LY ) + RX (HLX K X / K Y + HK X L X / LY ) + RY - HKX tKX / (1+ tKX )XP X / I (RX L X / LY + RY )

( 100)

比较式 ( 10)、( 10. ) 和 ( 100)。首先, 式 ( 10. ) 和 ( 10) 相同。将式 ( 10. ) 分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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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rberger ( 1962) 模型中, 由于 tKX = 0, 两部门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 不存在实际收入效应。

H arberger ( 1962, 第 228页和第 232页) 关于命题 3的讨论等表明, 他定义的 E是收入补偿的价格弹性E。

由于希克斯需求不是显性的, 一般E不能直接求出。



母同乘以- (HKY KL Y + HL YKKY ) , 再运用 EX = -
YP Y

XP X + YP Y
RD

¹ 即可得式 ( 10)。其次, 式

( 100) 和 ( 10. ) 相比, 分子分母都增加了最后一项, 本文称为 /实际收入项0。注意到, 当

tKX = 0时, 式 ( 10. ) 和 ( 100) 相同。当 t KX X 0 时, 式 ( 10. ) 和 ( 100) 在以下两方面不

同: 一是前面提到的实际收入项; 二是式 ( 10. ) 中的参数值是无税收的 (即 t KX = 0) , 如

HKX =
r K X

P XX
。而式 ( 100) 中的参数值是含税收的, 如 HKX =

r (1+ tKX ) K X

P XX
。由此可知, 哈

伯格模型分析的是, 无初始税收的经济体引入无穷小税收 ( dt KX ) 在边际上所导致的企业所

得税税负归宿; 而式 ( 100) 分析的是, 存在税收 ( tKX X 0) 的经济体引入无穷小税收

( dtK X ) 在边际上所导致的企业所得税总税负归宿。

将 /超额负担项0 分离出来, 得:

r
eb

C

tKX

C =
HKX tKX / (1+ tKX )XP X / IRX L X / LY

E(HK Y - HKX ) (K X / K Y - L X / LY ) + RX (HLX K X / K Y + HKX L X / LY ) + RY - HKX tKX / (1+ tKX )XPX / I (RX L X / LY + RY )

( 11)

其中, r
eb

C

/ tKX

C
表示超额负担对税负归宿 (要素相对价格) 的影响。显然 ( 11) 式的分子

为正。H arber ger ( 1962) 证明了 ( 11) 式分母的第一项 E ( HK Y - HKX ) ( K X / K Y - LX / L Y )

必然大于零, 因为两部门的相对要素密度和其相对要素收入份额是一致的。º ( 11) 式分母

的后三项 RX ( HLXK X / K Y + HKX L X / L Y ) + RY - HKX t K X / ( 1+ t KX ) X PX / I ( RXL X / L Y + RY ) 经

重新组合计算后为正。由此可知 ( 11) 式为正。这意味着超额负担效应提高了资本的相对价

格, 即劳动承担了税收在边际上所导致的大部分超额负担。

我们的目的是分析经济体中一个给定税收水平, 如 SKX 所导致的总税负归宿。理论上,

经济体中一个给定税收水平所产生的效应可以被分解成一系列无穷小税收所产生的效应之和

( SKX = E dtKX )。该系列中的第一个无穷小税收是无初始税收的经济体引入的无穷小税收

( dtK X ) , H arberger ( 1962) 分析的就是这第一个无穷小税收, 此时不存在超额负担 ( ( 11)

式为零)。在一些假设条件下他推导出 ( 10. ) < 0, 即资本要素承担了该无穷小税收的大部

分税负。该系列中的其余无穷小税收是经济体存在税收 ( tKX X 0) 时引入的无穷小税收。如

果在同样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出, 对于任意的 t KX , 式 ( 100) 都是负的, 那么, 它们

总和 ( SK X = E dtK X ) 的影响自然也是负的。这就意味着资本承担了经济体中一个给定税收

( SKX ) 的大部分税负。要得到无初始税收经济体引入一个给定税收 ( SKX ) 的准确效应, 我

们需要对相应无穷小税收系列 ( SKX = E dtK X ) 的边际效应进行循环积分, 而该积分式一般

是无封闭解 ( closed- form solution) 的。尽管如此, 式 ( 100) 的数值符号和大小仍然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企业所得税总税负归宿的有益参考。

21 两部门同时征税情况
现假设政府对 X 部门的资本要素征收从价税, 税率为 t KX , 同时给予 Y 部门的资本要素

征收从价税, 其税率为较低的 tK Y , 即 0 [ tK Y < tKX < 1。正如 Auerbach ( 2006) 指出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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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rberger: some ev idenc e on the inte rnat ional p ri ce mechani sm [ J] , Journal of pol it ical econ om y, Vol1 65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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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nes ( 1971) 证明了存在税收 tKX X 0时, E (HKY - HKX ) ( K X / K Y - L X / L Y ) 并不必然大于零, 即两部门的相对

要素密度和其相对要素收入份额可能不一致。本文假设不存在这种情况。



样, 哈伯格模型本质上是关于两部门所使用资本要素差异化征税 (无穷小税收) 的比较静态

分析, 所以我们可假设t K Y

C

= 0。按照均衡求解方法, 增加的变量 tK Y明显会增加计算复杂程

度。联想到哈伯格模型的隐含条件之一 ¹ , 即由于要素总供给缺乏弹性, 如果对该要素各用

途开征统一要素税, 那么该要素将承担全部税负, 它一对一地降低了要素税后价格, 而均衡

状态, 如产品数量和价格等保持不变。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简便方法: 将原模型中的 r 替换为

r ' ( 1+ t KY ) , 而 t KX替换为 t 'K X =
tKX - tK Y

1+ tK Y
, 两种情况下模型求解是一样的。

因此, 可将上述 X 和 Y 部门同时征税情况模拟为两步: 第一步是对 X 和 Y 部门征收统

一资本要素税, 税率为 tK Y ; 第二步是再单独对 X 部门开征资本要素税, 税率为 t 'KX =

tK X - t KY

1+ tK Y
。资本要素承担了第一步 tK Y的所有税负, 模型只需接着考察第二步 t'KX 带来的税负

归宿情况。

三、实证分析

为方便比较和分析, 本文引用张阳 ( 2008) 的相关数据。他根据 5中国统计年鉴6 中
/ 2005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0, 和 5中国税务年鉴6 /中国 2005年税收收入分税种分产业

收入情况表0 中各行业营业盈余 (资本要素收入) 和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关系, 将国民行业划

分为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他还估计了两部门的生产替代弹性和消费替代弹性, 相关参数

的估计值见表 1 (张阳, 2008)。

表 1 相关参数估计值

KKX KKY KLX KLY HKX HLX HK Y HL Y RX RY GY
YP Y

X P X + YP Y

01 33 01 67 01 32 01 68 01 43 01 57 01 41 01 59 01 5 1 - 01 89 01 676208

  此外, X 部门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81 138%, Y 部门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41 653%。依据本文模型重新进行估算, 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一是模型使用希克斯价格需求弹性 EY 作为参数, 而不是马歇尔价格需求弹性 GY。由

EY = GY +
YP Y

X P X + YP Y
和 EY = -

X PX

XP X + YP Y
RD 可得 EY 为- 01 21379、RD 为 01 660276。张阳

( 2008) 直接用 GY = -
X PX

XP X + YP Y
RD 得出 RD 为 21 749。

二是本文模型使用经济体包含税收的参数值, 不用 tKX = 0的假设来推导无税经济体的

参数值º。本文将上述 X 和 Y 部门同时征税情况模拟为两步: 第一步是对 X 和 Y 部门征收

统一资本要素税, 税率为 41 653%; 第二步是再单独对 X 部门开征资本要素税, 税率为

tKX = 181 138%- 41 653%
1+ 41 653%

= 121 885%。资本要素承担了第一步 41 653%的所有税收, 本模型

需要考察第二步 tKX = 121 885%带来的税收负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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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我们利用存在税收经济体的数据只能获得征税后相关参数的估计值。为了获得初始无税收均衡状态下

相关参数的估计值, 还需要一些假设条件以进一步估算 (如 H arberger, 1962)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最终结论的可

靠性。



三是张阳 (2008) 将 r
C

0 = -
K X

K X + K Y
t
C

KX定义为资本承担所有税负时资本租金的变化率¹ ,

并指出r
C
/ r

C
0 衡量了资本实际负担税收总额的比例。这种方法是有偏差的。假设 r

C
= 0, 按照r

C
/

r
C

0= 0可得资本没有负担任何税收, 而实际是资本与劳动要素将按照它们税前对国民收入的贡

献比例承担税收负担。当且仅当r
C
= r

C
0 时, 这个方法才是准确的。当 r

C
< r

C
0 时, 由于假定劳

动价格不变, 经济体价格水平会上升, 资本会承担比 r
C
/ r

C
0 高的税收负担; 当 r

C
> r

C
0 时, 同

样由于假定劳动价格不变, 经济体价格水平会下降, 资本会承担比r
C
/ r

C
0 低的税收负担。

弹性值对于模型的结果至关重要, 而现行关于中国生产、消费弹性值估计的研究较少。

本文结合郑玉歆和樊明太等 ( 1999) 对中国生产替代弹性的估计值、张阳 ( 2008) 对于生产

和消费弹性的估计值以及其他研究 ( Chirinko 等, 2004) 关于相关弹性的估计值估算了

( 10. ) 和 ( 100) 式的多种情况, 具体见表 2。

表 2 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的一般均衡再分析

r
C
/ tKX

C
( 10) 或 ( 10. ) r

C
/ tKX

C
( 100)

¹ RX = 01 5; RY = 1; RD = 01 660276 - 01 19979 - 01 19997

º RX = 01 1 ; RY = 1; RD = 01 660276 - 01 05205 - 01 05217

» RX = 1 ; RY = 1; RD = 01 660276 - 01 33027 - 01 33047

¼ RX = 01 5; RY = 01 5; RD = 01 660276 - 01 33438 - 01 33465

½ RX = 01 5; RY = 11 5; RD = 01 660276 - 01 14246 - 01 14259

¾ RX = 01 5; RY = 1; RD = 01 3 - 01 19710 - 01 19724

¿ RX = 01 5; RY = 1; RD = 1 - 01 20233 - 01 20255

À RX = 1; RY = 1; RD = 1 - 01 33239 - 01 33262

  表 2共计算了八组数据的估算值。第¹ 组是利用张阳 ( 2008) 弹性估计值的估算值。在

现行税制下, 我国资本要素在边际上至少承担了 601 2% º的企业所得税总负担, 该比例显著

低于张阳 ( 2008) 估计的 821 95%, 原因有三个: 一是劳动要素在边际上承担了大部分企业

所得税的超额负担; 二是模型使用了包含税收的参数以考察中国现行税制; 三是模型使用了

希克斯价格需求弹性系数。考虑实际收入因素对税负总归宿的影响, 取无初始税收和现行税

制情况下资本要素在边际上税收总负担的平均值 711 56% , 再按照上文描述的模拟两步征税

法进行转换, 可知资本要素在总体上至少承担了 761 49% » 的企业所得税总负担, 而劳动要

素则承担了其余的 231 06%。第 º和第» 组是保持 RY 和 RD 不变, 上下浮动 RX 为 01 1和 01 5

时, 估算值的变动很显著, 并且其绝对值与 RX 正相关。第¼和第 ½组是保持 RX 和 RD 不变,

上下浮动 RY 为 01 5和 11 5时, 估算值变动同样很显著, 并且其绝对值与 RY 负相关。这意味

着要素替代效应较显著, 技术进步对税负归宿会有显著影响。第¾和第¿组为保持 RX 和 RY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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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资本承担无初始税收经济体引入无穷小税收 d tKX的所有税负, 那么资本收入的变化为Kdr , 等于政府税收的变

化 d IG= rK XdtKX。而在存在税收 tKX时, dIG = tKX K Xd r+ rtKX dK X+ rK Xd tKX。

601 2% = 01 19997 A 01 33。

761 49% = ( ( 41 653% + 121 885% @ 711 56% ) / 181 138% )。



变, 上下浮动 RD 为 01 3和1时, 估算值变动不显著。这意味着产量效应不显著, 也就是说,

消费者的偏好对企业所得税总税负归宿的影响不显著¹。从式 ( 100) 的解析解可以发现, 两部

门相对要素密度几乎相同 (KKX = 0133; KLX = 01 32) 是主要原因。另外, 本文还特别考察了三

个替代弹性系数都为 1 时的特殊情形, 即第À组。纵观全表, 式 ( 100) 绝对值恒大于式

( 10) , 但是差额在 1%以下。这说明尽管劳动要素在边际上承担了大部分的超额负担, 但超额

负担对边际上的企业所得税总税负归宿影响不显著, 因为它同时降低了对所有产品的需求。

四、结   论

企业所得税税收总负担包括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和征税导致实际收入下降所带来的超额

负担。我国资本要素在总体上至少承担了 761 94%的现行企业所得税总负担, 而劳动要素则

承担了其余的 231 06%。而在边际上, 资本要素则至少承担了 601 2%的现行企业所得税总负

担, 这说明边际上资本要素的税负转嫁能力更强。该比例显著低于张阳 ( 2008) 估计的

821 95%, 原因有三个: 一是劳动要素在边际上承担了大部分企业所得税的超额负担; 二是

模型使用了包含税收的参数以考察中国现行税制; 三是模型使用了希克斯价格需求弹性系

数。技术进步直接改变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 会显著影响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归宿。由于两部

门相对要素密度几乎相同, 消费者偏好对税负归宿的影响不显著。对企业所得税效率的研究

不仅要包括生产要素边际产品不同所产生的福利损失, 还要包括因为实际收入下降, 从而总

需求下降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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