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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 30 多年的资本拉动型高速增长，只是到近

年才开始进入中速增长,从横向的世界范围内对比，我国的经济增速仍然处于高

位运行。一直以来我国税收增长处于一种超 GDP 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随着 2008

年经济危机发生出现了拐点，税收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可以说我国的税收增长也

进入了一种“新常态”，经济总量导引的税收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目前我国经济

正在从总量增长模式逐步向产业结构性调整模式转变，我国产业转型正在发生内

涵性的改变，从原来注重三大产业结构比重的水平性变化向更具创新力、竞争性

的层次性变革。但这一转变正在经历阵痛，产业的升级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在这

一进程中，产业转型与税收增长的相互影响如何？未来如何保持税收与经济发展

契合性增长？这些问题亟待明晰和解决，也关系着中国经济税收的长远增长。 

本文正是在这一问题背景下以无锡市为例，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税收增长的

内在关系，指出当前无锡产业转型所面临的难点和税收增长面临的困境，以期探

索出在产业转型从水平方向上的单一比例变化向层次跃升方向的质效转变背景

下税收增长的政策选择。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全国和无锡相关产业转型和税收增

长方面的数据后，指出传统产业的技术性生命周期、产业转型过程中的“转而未

型”等因素会改变税收增长的动力源和结构源，产业转型并非一个自然的经济发

展进程，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一区域、某一产业会陷入发

展困境，完全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调节会存在着短期内经济与税收增长的困境，

而政府在产业转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看得见的手”在此时发挥的空间较大。

为此本文在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增强税收增长持续性因子，寻找最佳的

“帕累托最优点”。 

 

关键词：产业转型；税收增长；政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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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maintained a high growth 

of capital for 30 years, but only in recent years, began to enter the middle and low 

speed growth.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rizontal comparison and reality,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ic in China is still relatively high in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ic, the growth of tax revenue in China is even much fast than 

GDP growth. The economic crisis in 2008 made a turning point to this trend, which 

caused the tax revenue in China began to decline, can be said that China's tax growth 

has entered a new time which is called “the new normal". The growth mode of 

China's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the total economic volume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which focus on the more innovative, competitive level than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is proces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tax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logic? 

What is the policy choice to maintain the tax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growth in the new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and also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tax growth in Wuxi, analyzing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licy selection of tax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change to 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both the data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Wuxi on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ax revenue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pointed out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traditional industry technology life cycl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process of "turn type" changed the tax revenue growth 

of power source and structure source.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not 

smooth, but a spiral process. In this process, a region or an industry will be in trouble, 

which leads to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and tax will also be in trouble in the short 

term. To change this predicament, we can’t completely rely on market self-regulation.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s very important, "visible hand" 

will play a very large space. At last, some relative suggestions are posed to enhance 

the tax growth factor and looking for the best "Pareto's most advantages".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ax Revenue Growth; Policy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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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 1994分税制改革以来，在出口拉动、资本推动、投资驱动等合力作用下，

我国经济增长步入了高速增长轨道，与此同时，税收增长也伴随征税技术水平的

提高、税源基础的扩大呈现持续高速增长态势，从而形成“不易破解的世纪之谜”

[1]
，然而引起学术界兴趣的是，尽管各方面统计显示我国的税负水平较高，但税

收增长并没有出现“拉弗曲线”的典型倒 U形特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

常态”，宏观经济发生较为重大的变化，微观经济主体基于最优化的经济抉择，

纷纷调整产业结构，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税率不同，必然导致税收会随着结构源的

改变，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是近几年来，税收增长速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

降，税收增长速度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增速下降背后所隐含的税收增长的

持续性问题。这里的税收增长主要是税收总额的概念。同时，随着社会大众对于

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将快速增长；此

外，政府为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以再分配的财政转移方式增加财政支出，进

一步增加了税收收入的增长压力。而从当前我们的税源增长面来看，全球经济的

低迷，外需拉动作用的逐渐减弱，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税源增长速

度明显放缓，产业转型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加大。面对目前的局势，如何在

产业转型过程中保持税收增长？产业转型如何改变着税收增长的动力源、结构

源？以及在此过程中，采用何种政策保持税收的持续增长？这些都是论文关注的

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论文以无锡市为例深入研究产业转型和税收增长的内在

关系以及存在问题，从而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佐证，进而为

宏观经济经济政策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于从产业转型的视角出发，拟选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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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无锡市为例，回顾无锡市从改革开改以来产业发展过程中产

业的转型史，从产业转型的视角全面透视无锡市税收增长的速度、结构等问题，

找寻产业转型与税收增长的内在逻辑关系，尤其是影响税收增长速度、结构的变

化因素，分析新的产业型态的出现会对税收增长产生哪些影响，进而为地区税收

政策如何契合地区性经济的产业转型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从而保持税收持续增

长。 

从理论意义上讲，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税收收入的来源与

基础，但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更现实层次中的“产业升级转型”与税收增长速度的

内在关系，与税收增长动力源、结构源的关系。税收增长与产业转型存在着内在

与密切的联系，产业转型影响税收的增长，税收增长与税收政策的实施反作用于

产业转型。研究产业转型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寻求经济与税收协调

共容发展路径，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税收稳定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意

义。 

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主要体现在对后续实施能够使税收持续增长和产业转型

契合的政策建议上。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制度变迁、人

口红利都处于逐步减弱阶段，新层次性的改革正逐步实施，具有技术创新性的新

一轮产业转型正处于萌芽期，在此经济背景下，前三十多年低水平、数量型的税

源扩大带来的税收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同时我们还要面临社会公共服务支出不

断增长的压力，多重困难累积，此种情况下实施何种政策保持税收增长就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 

第二节 概念界定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产业转型的定义问题给予不同的诠释，总结归纳产业转型

的内涵，学术界主要从宏观层面和行业内两个角度获得了较为一致的共识。宏观

层面，产业转型是一国或一个地区产业的整体优化升级过程，涵盖了产业结构、

规模、组织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内容；中观层面上，产业转型侧重于存量资源在行

业内的重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从产业流向角度而言，

产业转型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一个产业流向新兴产业的动态过程。现实

中，这种产业资源的流动性往往表现出生产率的提高，当生产要素流向附加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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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时，即使不增加新要素投入，经济也能实现增长[2]。此外，也有相关学者

从产业相关度方面进行研究，他们把产业转型分为产业间转型和产业内转型。产

业间转型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产业转型，主要表现为从第一

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劳动力流向也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

密集型转变；而产业内转型即在一个产业内部实现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

级和价值链升级。基于此，本文所指的产业转型侧重后者，论述包含技术性跃升

和产业发展范式的改变对税收的影响。为明晰论文的主题，我们需要防止两个误

区。其一产业转型简单地认为就是淘汰传统产业而一味发展新兴产业，把主要力

量放在新兴产业的招商、培育、引资上；其次是将产业转型等同于第三产业的快

速发展，过于追求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而一些资源型城市、产业特色城市则

很难在第三产业上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本文的主要观点认为产业转型升级的

核心内涵是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方式和技术水平范式的改变，从结构上来看，

表现为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占据优势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主导转移的过程；从

方式上来讲表现为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向低投

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一

种转变；从技术水平范式来讲，是同一产业内部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不断深化

的过程[3]。 

税收是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依法强制对经济行为进行金钱或实物

课征的行为。税收的课征与产业结构关联度密切，税收增长必须基于产业结构的

稳步变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为产业转型需要成本、面临风险，稳定的税收增

长必须要在风险可控的产业转型前提下才能较好实现。基于这一逻辑，研究产业

转型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十分必要，从一个地区的视角进行研究，更

能从中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政策分析和经济决策提供一个较为直

观、有效且可量化的分析方法。 

 

第三节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自从国家的概念出现后，税收就成为了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充满变

化的话题。历史上出于统治阶级生活、战争、公共支出等各种原因，很多国家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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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征税，逐渐形成了现在各国不同的税收体制和税收收入结

构。本文的研究视角是产业转型下的税收增长，从本质意义上说也就是论述经济

发展和税收增长的逻辑关系，从国内外研究文献来说，国外研究经济增长和税收

增长的最经典模型就是“拉弗曲线”模型，该模型较好的阐述了税源即经济增长

与税收增长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一般说来经济基础和发展决定税收增长，同时税

收政策也会对经济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即税收效应理论。税收效应理论方面

最受关注的是税收归宿问题，税收归宿理论主要谈论的是“税负在市场参与者之

间是如何分摊的”这一问题[4]，这方面哈伯格（1965）建立了从局部均衡进化而

来的一般均衡理论[5]，分析了在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状态下市场主体和私人

部门对税收反应的复杂性，指出了政府通过征税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向政府部门

的转移过程中，给纳税人造成了超额负担即“哈伯格三角”问题，也会带来一定

的扭曲和社会福利损失，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逐渐将研究视角转移到最优税制的

理论方向，最优税制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征税才

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税收的效率原则指的是税收本身带有中性，只有收入

效应而没有替代效应，即只是将资源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不会对纳税人

的经济行为造成扭曲。在最优税制理论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拉姆齐，1927

年年轻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拉姆齐在解答老师庇古的一篇作业中天才地解决了

关于最优商品税的问题[6]。而到 197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对激励条

件下最优所得税问题做出了经典型研究[7]。到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新增长理论

的兴起为最优税制理论开拓了空间，因为新增长理论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中关于经济增长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外生变量决定的观点，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中，由于经济增长是由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决定[8]。从政策意义上说，即中

长期的经济政策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当然也就不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制度，

而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技术进步是人力

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这样税收政策就可以通过影响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

进而影响技术进步。1986 年经济学家切米利率先提出为促进经济增长在长期中

最优资本所得税应该为零的观点[9]，随后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对劳动和资本所得

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降低增长率，所以长期中对资本和

劳动所得的最优税率等都应该为零（巴尔、琼斯等 1993 年），经济学家卢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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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10]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进一步模拟了取消对劳动和资本课税所带

来的显著经济增长，以上的最优税收理论仅考虑了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忽视了社会公平性，随后的最优税制理论引入了社会福利函数，进一步强调了

公平原则，强调了税收政策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问题，这也是公共选择学派所

要强调的[11]。最优税收制度理论为我国税收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但该理

论较为注重理论模型，忽视了各国政治体制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情

不同，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的关系在各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回到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的研究现状，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重点聚焦

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我国税收的高速增长甚至是超 GDP的增长。金人庆[12]、安体

富[13]、许宪春[14]等人主要从经济因素等方面分析，认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商品价

格的变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

是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高培勇（2008）指出支撑我国税收高速增

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在于税收征管，正是税收征管水平的不断提升支撑了税收超

GDP增长；由于“法定税负”与“实际税负”的差距大使得中国税务部门拥有较

大的“征管空间”，从而使得税收征管具有非凡的魔力，通过加强税收征管为我

国税收增长提供了不竭源泉[15]。王道树(2012)通过分析归纳分税制以来中国税收

快速增长的基本特征，提出中国税收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有经济税源基础、

财税体制制度、税收征管机制三方面[16]。除经济增长原因和税收管理因素外，一

些学者还从税制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剑锋认为分税制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

权,促进了税收的高速增长[17];李方旺[18]、唐登山[19]等人则主要从税制因素角度分

析了我国税收种类的发展变化对税收高速增长的带动作用，他们指出我国所得税

的累进特征及直接税中增值税营业税并列征收，使得税收收入具有较高的收入弹

性，正是我国特定的税制结构促使税收收入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态势。 

吕冰洋、郭庆旺（2011）则研究提出了一个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分析

框架，他们指出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税收增长弹性与税收增长率较改革前有了较

大程度的提高，而经济增长、价格变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累进税率的税制特

征是影响税收的普遍因素，在分税制改革前我国也存在，但为何改革后税收增速

远高于 GDP增速；而从加强税收管理而言，尽管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源监控不断

增强，但与之前的财政包干制相比巨大的“征管空间”到底来自何处，为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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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个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税收能力=纳税人的纳税

能力+政府的征税能力，而税收努力即税收能力被利用的程度，也就是税务部门

征收法定应纳税额的努力程度。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他们从税收分权角度阐述

了税收分权为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提高增加了很多的动力，改变了税收对中央

和地方的内在激励约束机制[20]。而童锦治、孙健、陈庆雄、赵川（2013）通过研

究税收增长与 GDP增长、产业结构及进口额的长期均衡关系，实证结论显示我国

税收增长基本依靠 GDP 增长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对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还未显

现，印证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对未来经济税收的重要影响[21]。上述

分析税收增长主要从经济和政策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 

此外一些学者从产业结构变动视角下分析了我国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樊丽

明、张斌（2000）提出了“可税 GDP”概念，这一“可税 GDP”的概念主要指的

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尤其是 GDP增量和结构中，有些部分是可以产生税收的，而

有些部分并不能创造税收，而这种应税 GDP的增量和结构正是构成税收增长的客

观基础和必要条件[22]；郭庆旺、吕冰洋(2004)研究了 1995-2002年经济增长和产

业结构调整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得出全国税收弹性为 1.54 的研究结论,我国东、

中、西部税收弹性依次递减变化，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东部受益最大，此外，

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有力的推动了企业所得税的快速增长[23]。 

上述的分析主要从总体因素角度分析了税收的增长，乌兰（2010）则在分析

1994年至2007的相关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分析

产业的变动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得出结论一是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对税收增

长的影响最大,第一、二、三产业的税收收入增加值弹性分别为-0.94、1.47、0.45。

同时，在分税制改革后,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第二产

业增加值和比重发展较快；而从分产业分税种分析来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第三产业的

企业所得税增长最快[24]。白彦锋、王婕（2013）则从税收周期角度出发分析了中

国税收波动的特点与规律，并同美国和日本相关数据对比，他们指出分税制改革

以来的我国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前期被压抑的税收增长潜力的释放；

除了受到经济的影响外，税制改革对于我国税收收入的周期波动也影响较大。从

美日税收收入发展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来看，我国已维持了近20多年的税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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