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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  
／ 、 支出结构、最优税收与经济增长 

金成晓 张东敏 

[摘 要]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采用参数化和数值模拟的方法，探讨在不同目标设定下，公共支 

出结构对最优税收选择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 

所得税与最优劳动所得税均等于公共支出占正规部门产出大小。在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最优所得税 

取决于公共支出用途：当公共支出全部用于基础建设时，最优劳动所得税等于最优资本所得税；当 

公共支出用于基础建设和转移性支出时，最优劳动所得税小于最优资本所得税，转移性支出占总支 

出比重越高，最优劳动所得税越低，最优资本所得税越高。在我国当前税制结构下，降低资本所得 

税和劳动所得税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改进，减小偷逃税规模。在其他税收收入可以满足政府 

预算约束条件下，资本所得税下降28．57个百分点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下降28．13个百分 

点可以实现福利最大化。 

[关键词]基础建设支出；转移性支出；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2&ZD197) 

[收稿 日期]2015—02—11 [DOI]10．15939／j．jujsse．2016．05．002 

[作者简介]金成晓，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暨商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张东敏，通信作 

者，吉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长春 130012) 

引 言 

税收是保证一国财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如何选择税收结 

构最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改进，一直都是公共经济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契约 

角度看，公民和政府之间是契约的关系，公民之所以愿意纳税是因为政府提供了公共服务。因 

此，要建立最优税制必须考虑公共支出，凡不考虑公共支出的税制，不可能是最优的税制。以此 

思想为基础，学者们将公共支出纳入最优税收问题的研究框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arro构建 

了同时包含税收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 J，得出最优收入税等于生产性公共支出占 

产出的比例。Barro开创了从公共支出内生角度研究最优税收问题的视角，Lau、Tumovsky& 

Fisher、Park&Philippopoulos、Chen、Economides et a1．、金戈等人沿着 Barro的思路，在消费者 

效用函数中引入消费性公共支出，求解出了最优收入税应满足的条件。_2。 其中，金戈认为最优 

资本税应为0，最优消费税和工资税的组合应一正一负，以保证消费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不变，次 

优总收人税取决于生产性公共支出产出弹性、时间贴现因子和消费产出比。 王麒麟进一步将消 

蓿J 公共支出内生化，分析了最优税收与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对最优税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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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I S]Futagami et a1．、Greiner&Haunch在 Barro的基础上，引入了生产性公共资本，推导出了最 

优税负水平。_9 叫其中 Futagami et a1．推导出的最优税负水平小于 Barro认为的公共资本的产出 

弹性。L9 J Barro&Sala—i Matin、Fisher&Turnovsky、Turnovsky、Gomez将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拥挤性 

引人生产函数，探讨最优税收问题。_1卜” 其中，Fisher&Turnovsky、Turnovsky、Gomez得出最优 

收入税与拥挤性程度成反比的结论。̈ Judd提出，公共支出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将生 

产一消费混合型支出同时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分析其对最优税收的影响。【1刮金戈和史晋川 

借鉴Judd的思想，将公共支出分为纯生产性的、纯消费性的、生产消费混合型的、纯粹的政府 

消费，通过比较分散均衡路径和社会最优路径的欧拉方程，得出社会最优收入税率应为0的结 

论；但如果只能以收入税为公共支出筹资，则次优收入税率等于每一种支出弹性之和。[17] 

综合以往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产出的促进作用上，消 

费性公共支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上。从直觉上看，生产性公共支出多一些，更 

有利于经济增长；消费性公共支出多一些，更有利于福利改进。如果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则 

应该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比例；如果追求福利最大化，则应该增加消费性公共支出比例。即在不 

同目标下，政府最优公共支出结构是不同的。根据金戈的研究 J，最优公共支出结构直接决定 

最优收入税，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在不同目标下，公共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的选择具有不同的 

影响。以往文献多是侧重政府支出总量或某一类政府支出对最优税收选择的影响，本文拟在借鉴 

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目标设定下公共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选择的影响。 

二、模型框架 

(一)模型基本框架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只覆盖人口的较小部分，而且主要局限在城镇地区，基本上没有涉及农 

村地区；同时，我国关于个人收入的统计信息很少且不可靠。因此，建立在对全部要素均可征税 

基础上的最优税收模型在我国并不适用。借鉴Penalosa&Tumovsky的研究 引̈，假定经济中存在 

两个部门，一个是可征税的正规部门，另一个是不可征税的非正规部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的生产函数均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且规模报酬不变。正规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 

非正规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因此消费者会将 

更多的时间用于劳动，即使有剩余时间，消费者也会投入到其他兼职工作中，因此，假设劳动无 

弹性供给，模型具体说明如下： 

1．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假设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如下： 

YI=Al砰(KLI) “ (1) 

y2=A2 (KL )卜 (2) 

其中，yl和 y2分别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产出；A 和 ：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 

规部门的技术水平；K。和 表示投入到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资本数量；L 和 ： 

表示投入到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劳动数量； 和 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 

表性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K表示代表性企业投人的总资本存量，即K：K + ，总的资本存量 

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2．消费者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具有无限寿命，每个消费者供给单位劳动，其中L 分配到正规部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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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非正规部门。同时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初期拥有的资本存量是 ，在 t期，代表性消费者拥 

有的资本存量是K ，其中分配到正规部门的资本存量是 K。，分配到非正规部门的资本存量是 

。 代表性消费者的目标是选择每一期的消费水平、分配到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资本和劳动 

的数量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假定如下： 
r∞ 1 

max J--。Ct e dt 一∞<Y<1 (3) 
J 0 Y 

其中，C 代表t期消费，1／(1一Y)表示消费跨期替代弹性，P代表时间贴现因子，消费者的预算约 

束如下： 

K=rl(1一 )K1+OJl(1一下￡) 1+r2̂，2+∞2L2+ —C (4) 

】+L2=1 (5) 

l+ =K (6) 

lima，Kte =0 (7) 
f—+ ∞  

其中，r。代表正规部门资本的边际回报，r2代表非正规部门资本的边际回报；∞。代表正规部门劳动 

的边际回报， ：代表非正规部门劳动的边际回报； 代表资本所得税率， 代表劳动所得税率；T 

代表转移支付。 

3．政府部门 

假设政府部门只能对正规部门征收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和 ，假定 丁 

和 均是内生的。假设政府支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正规部门需要的基础建设支出，记为 yI， 

其中， 称为基础建设支出率；另外一种是面向所有消费者的转移支付，其值为 】，。，其中，0为 

转移支付率。政府预算约束如下： 

TLO．)lL】+丁 r1Kl=(0+ )Yl (8) 

4．社会资源约束 

K=(1一咖)yl+ —C (9) 

(二)竞争性均衡方程 

1．竞争性均衡定义 

本文的竞争性均衡是指存在一个财政政策序列 {．『 ，丁 ，咖，0}、要素序列 {K ， ，L。， ， ， 

y2}以及价格序列 {r。，r ，cc， ， ：}，使得： 

1)总产出增长率等于资本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2)在预算约束给定的前提下，代表性消 

费者通过选择消费水平、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工作的时间及资本分配极大化 自身福利水平； 

3)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通过选择投入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实现利润最大化；4)政府预算平衡； 

5)劳动力市场均衡，消费者劳动供给与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劳动需求总和相等；6)资本市 

场均衡，家庭的资本供给总量等于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资本需求量之和。 

2．竞争性均衡方程组成 

为了便于分析，令 =K ／K， ：：K2／K，设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率为 Q，福利水平为 ， 
， 

设 c= 。根据竞争性均衡定义，可以得出竞争性均衡方程如下①： 

① 如需了解详细计算过程，可向作者索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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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2 = 1 

一 下 【A- ( )卜“】=A ( )卜 

c-一r ，A，c-一 ( )一 =Az ·一卢 (惫)叩 
n = 

c=(·一+)klAl(吾) 一 + A (鲁) 一n 
： ro～y-c例 专 

(1一 ) ￡+ 丁 =0+ 

dr = 1 Y 1 ／k等 1丽L／k k (鲁k)=。 ( 一 )(( 一r￡)( ： 2)一( 一下K)( ， ))I ／ I，／ 
dW／dr，。 A ( 一西) (L，／k。)(L ／k ) 
—  

I t ： =r 一：：—i i—— ： — ： ——：：— 而  u 

由式 (1O)一 (18)构成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的竞争性均衡方程组， 

(17)、(19)构成了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竞争性均衡方程组。如果给出参数具体值， 

程组．我们可以将变量 ( 。 ，，厶．L，，k，。k，，c．Q， )的均衡值求出。 

三、我国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及其经济效应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由 (10)一 

通过均衡方 

(一)参数化 

为了了解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及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我国最优税收结构及主要经济变量的取值， 

我们采用参数化的方法设计一个能够模拟中国经济的 “基准模型”，在参数取值方面，尽可能使 

用中国实际数据和经典文献中对中国经济相关参数的测算值。 

关于资本产出弹性，我国现实经济中资本产出弹性大小存在较大争议，不同学者估算的结果 

差别很大，但通常都在0．3__o．7之间。由于正规部门资本相对密集，因此，我们假定正规部门 

的资本产出弹性是0．7，即 =0．7。在本文中，非正规部门是指政府不容易征税的部门，其资 

本产出弹性数据不容易获得。由于服务业除了资金投入以外，更多的是智力资本及信息技术等隐 

性要素投入，因此服务业更容易逃税。本文参考服务业资本的产出弹性来估计非正规部门的资本 

产出弹性。根据杨勇的研究 ，非正规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是0．4，即口=0．4。关于消费跨期 

替代弹性的倒数，根据顾六宝和 肖红叶的研究 引，中国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在 

0．19l8 ．9688之间。本文根据通常设定，假设中国经济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是 2，从而 

y=一1。关于贴现率，根据严成棵和龚六堂的研究 ，取贴现率为0．019，即P=0．019。公共 

基础建设支出主要指政府生产性支出，根据王麒麟的研究 J，政府生产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 

出、科研支出、教育支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 、水利和气象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等。在本 

文中，转移性支出主要指政府以再分配形式转移给居民个人的支出，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将社会 

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视为转移性支出。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2014}，我国公共基础建设支 

出占产出比例是9．09％，转移支付支出占产出比例是3．34％，即咖=9．09％ ，0=3．34％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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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运算，假设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技术水平参数 A，=A =1，初始资本存量Ko=1。关 

于基准参数的取值，列于表l中。 

表 1 基准参数取值 

参数 卢 咖 o p y 

取值 o．7 o．4 9．09％ 3．34％ o．o19 —1 

A2 K0 

1 1 

(二)不同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 

表2列出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不同政府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结构及主要经济变量的 

影响。由表2可以看出，政府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没有影响，即在样本经济条件下， 

若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应设置劳动所得税率等于资本所得税率等于 12．43％。此时我们看 

到，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分配到正规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均少于非正规部门，说明从长期来讲，仅 

对正规部门征税会使得资源向非正规部门转移；反过来，偷逃税部门产出越大，越不利于正规部 

门征税，进而会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之所以得到的均衡经济增长率较高，是因为我们没有将政 

府支出纳入生产函数。如果将政府支出的外部性纳人生产函数，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必定会降低均 

衡经济增长率。同时，由表 2我们还可以看出，公共支出结构对长期消费和福利水平有影响，政 

府转移支付支出越多，单位资本消费水平越高，福利水平越大。 

表 2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下主要经济变量的取值 

表 3列出了在福利最大化条件下，不同政府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结构及主要经济变量的影 

响。由表 3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公共支出结构下，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和最优资本所得税率是不同 

的。当增加转移支付支出时，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小于最优资本所得税率，转移支付增加得越多， 

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得越多，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增加得越多。同上，我们看到，当存在偷逃税 

部门的情况下，从长期看，资本和劳动更多地转移到了不征税部门。具体分析如下：当政府支出 

全部用于基础建设支出时，最优劳动所得税率等于最优资本所得税率等于 12．43％。结合表 2可 

知，此时既实现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又实现了福利最大化。当政府将全部支出的27％用于转 

移支付时，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了8．29％，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增加了3．54％。由于最优劳动 

所得税率下降得比较多，促使正规部门劳动和资本均增加了2．29％和0．64％，相应的非正规部 

门的劳动和资本均下降了0．18％左右。由于较高的资本所得税降低了资本的回报率，于是经济 

增长率下降；同时，消费者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于是消费增加了0．68％，福利水平增加了 

0．67％。当政府支出全部用于转移支付时，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到10％以下，最优资本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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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增加到 13％以上。同上，正规部门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进一步增加，非正规部门劳动投入 

和资本投入进一步减少，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福利水平改善明显，相比全部支出用于基础建设 

支出的情况，消费增加了2．58％，福利水平增加了2．46％。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不同目标设定下，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不尽相同，经济增长率 

最大化条件下最优劳动所得税率普遍高于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劳动所得税率，经济增长率最 

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率普遍低于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资本所得税率。第二，不同公共 

支出结构对不同目标下最优税收的选择不同。当全部支出用于基础建设时，最优资本所得税率等 

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此时，既实现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又实现了福利最大化；当存在政府转 

移支付时，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率等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而福利最大化条 

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小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 

(三)选择最优税收的经济效应 

为了体现选择最优税收结构的经济效应，下面计算当现实经济中的税收结构调整为最优税收 

结构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关于现实经济中资本所得税率和劳动所得税率的估算参考郭庆旺和吕 

冰洋的方法。_2 J以2003--2013年为样本经济，经计算可以得出，我国劳动所得税率为 11％左右， 

资本所得税率为41％左右，即 ，=0．11，丁 =0．41。同时，为了了解征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引入一个新的变量 “偷逃税规模”，并将其定义为正规部门产出与非正规部门产出的比例，记为 

s。其他参数取值同上文，以此作为基准经济，考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两种条件下 

选择最优税收结构时，经济增长率、福利水平及偷逃税规模的变化。 

表 4 选择经济增长最大化下最优税收的经济效应 

表4列出了当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取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下最优值时主要经济变量的数 

值。由表4可以看出，当劳动所得税由11％增加为最优值12．43％时，由于政府支出挤出了私人 

投资，经济增长率反而略微下降，消费水平也略微下降。由于福利水平主要取决于消费和经济增 

长率，因此福利水平下降了2．22％。由于部分劳动从正规部门转移到了非正规部门，因此偷逃 

税规模增加。当资本所得税由41％下降到最优值 12．43％时，由于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本的 

税后回报，因此经济增长率增加了62．79％，消费水平增加了 7．36％，进而福利水平增加了 

39．87％。由于正规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本所得税下降后，资本的税后边际回报增加，促使资 

本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因此导致偷逃税规模下降了66．63％。当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 

税均取最优值12．43％时，经济增长率增加60％，消费增加了7．75％，福利水平增加了39．13％， 

偷逃税规模下降了65．71％。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当 =0．11， =0．1243时，经济增长率 

达到最大，但是不满足政府预算约束的要求。而最优税率 丁 =0．1243，r =0．1243是在满足政 

府预算条件下求得的，即在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下，应提高劳动所得税率 1．43个百分点， 

降低资本所得税率28．57个百分点。当找到新的税源能够保持预算约束平衡时，劳动所得税率可 

以保持11％不变，而资本所得税率降低28．57个百分点，此时得到的经济增长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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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选择福利最大化下最优税收的经济效应 

表5列出了当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取福利最大化下最优值时主要经济变量的数值。由表 

5可以看出，当劳动所得税由 1 1％增加为最优值 1 1．40％时，由于政府支出挤出部分私人投资， 

经济增长率和消费水平分别下降了0．98％和0．38％，福利水平下降了 1．26％。由于劳动所得税 

增加导致部分劳动从正规部门转移到了非正规部门，因此偷逃税规模增加了 1．58％。当资本所 

得税由4l％下降到最优值12．87％时，经济增长率增加了61．58％，消费水平增加了7．55％，福 

利水平增加了39．56％。由于资本更多地转移到了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产出减少，于是偷逃税 

规模下降了66．07％。当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均取最优值时，经济增长率增加60％，消费增 

加了7．76％，福利水平增加了39．14％，偷逃税规模下降了65．54％。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 

当 ：0．11，．r =0．1287时，福利达到最大，但是不满足政府预算约束的要求。而最优税率 丁 ， 

= 0．1 140，丁 =0．1287是在满足政府预算条件下求得的，即在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应提高劳动 

所得税率0．40个百分点，降低资本所得税率 28．13个百分点。当找到新的税源能够保持预算约 

束平衡时，劳动所得税率可以保持 1 1％不变，而资本所得税率降低28．13个百分点，此时可实 

现福利更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探讨了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的关系及最优税收的经济 

效应问题。研究认为：1)在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与最优劳动所得税均等 

于政府总支出占正规部门产出比。2)在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的选 

择取决于公共支出结构。当政府支出全部用于基础建设支出时，最优劳动所得税与最优资本所得 

税均等于基础建设支出占正规部门产出比；当政府支出用于基础建设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时，最 

优劳动所得税小于最优资本所得税，转移支付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越高，最优劳动所得税越低，最 

优资本所得税越高。3)在当前税制结构下，降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社 

会福利改进，同时有利于减小偷逃税规模。4)在其他税收收入可以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时，资本 

所得税下降28．57个百分点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资本所得税下降28．13个百分点可以实 

现福利最大化。 

本研究为我国制定反映政府职能定位的最优税收结构提供了理论指导。结合本文的结论 ，我 

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完善我国现行税收结构。第一，提高劳动所得税率的起征点，同时 

增加劳动所得税的累进程度，一方面可以减轻低收入个体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所 

得税的平均税率。第二，提高中小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中小企业缴税负担，给中 

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三，开征遗产税，全面征收房产税，适时开征污染税等新税 

种，拓宽税收收入来源，减少政府收入对资本所得税的依赖。第四，增加保障性住房、公费医疗 

等社会福利性支出，降低个人支出在总支出结构中的比重，最大程度减少征收劳动所得税对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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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影响。第五，完善税务登记、征收、审计与监督一体化系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同时建 

立有奖举报制度和偷逃税行为的惩罚制度，加大偷逃税成本，提高举报收益，为政府职能的发挥 

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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