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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祝收制度改革进行简要回顾 弄清在不同时期中国税收制度具体由

哪些税种构成 然后再按照不同税种参与不同层次分配的顺序 从税收参与初次分配 、 再分配到形成最终分

配结果逐一进行描述 分析演变的原因及结果 从而透视我国税收制度在不同分配层次上所起的作用 并在

此基础上 提 出未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 直接锐 间接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八 〔文章编号〕 “卜 ,̀污一 川̀ 一

囚民收人分配是指国民收人在居民 、 企业和政府三

者之问的分配比例及其相互关系 在初次分配中 适度

的收人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 也是市场

效率的结果。但若收人分配的差别过大 , 则既有件于社

会公平 也会损害市场效率 因此 , 政府必须发挥作

用 在初次分配过程中通过税收进行一次调 竹 防 上收

人分配差距过大 , 然后在国民收人再分配环节进行有效

的二次调 节 弥补 '̀市场失灵 ” 造成的社会不公 。政府

的主要作川空问在再分配环节 , 如果政府在初次分配过

程中税收分配的份额过多 , 会挫伤居民和企业的积极

性 影响市场效率的充分发挥 而且 , 政府分配份额过

大的这种状况在再分配过程中将很难扭转 从而不利于

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 。

一 、 间接税与 国民收入 的
初 次 分 配

功能主要依靠消费税 、 资源税和行为税等税种实现 按

照 体系的要求 政府参 '。国民收人初次分配所取得

的收人主要是间接税净额 , 即问接税减去津贴 根据前

面的概念界定 这喂只考 翻, 接税 不考虑政府津贴

改革开放以来山 于悦制改革的原因 在税种的设

置 、 税种的名称上发生 '很大变化 有些税种持续 几年

以后便消失了 而有此税种在最初儿年没有但在后来年

份中开始出现一在初次分配环节 参与国民收人分配的

税种是比较多的 从 邓。年代开始 我国对原有且商

税收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有关问接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废止工商税 光后开九卜增位税 、 产品税 、 营业税 、 盐

税 增加资源税 、 城市维护建没税等 。而在 卿 年税

制改革中 则个面改革流转税 , 取消产品税 , 建立以增

值税为核心 消费税 、 营业税为辅助 新的流转税课税

体系 。取消集市交易税 、 牲 畜交易税 、 烧油特别税 、 证

券交易印花税 盐税井人资源税 特别消费税并入消费

税 ” 年税制改革之后 问接税税种减少一些 土

一 间接税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状况

在初次分配过程中 分配是在各生产单位内部进行

的 。政府 一方面是通过征收间接税直接参 与 '全二产过程中

要素收人分配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间接税在初次分配

过程中对初次分配产生的收人差距进行调控 它的调控

本义系国家社科从企币点项 日 、中囚结构性减税的方向 、

效应与对策研究 项日号 理八 叉嘱灼 的阶段 ,比成果

刘佐 、中 月悦制改羊几。年 、 “ 代中闲史研究协加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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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次分配环节 , 从税收和 怕勺总量上看 , 改革

开放 多年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税收收人由 年

的 亿元增长到 年的 亿元 , 】〕由

年的 亿元增长到 。年的 亿元。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增长非常迅速 , 政府在初次分

配中所取得的税收收人也逐年增加, 税收收人增长趋势

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相一致。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

通过税收与 的对比来观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

图 初次分配间接税税收占 的比重

、 一宁 一冬 冷 一 、 犷 声

﹄﹄︸︸﹄

次九臀减弗解础介铆典侧减殉吩头侧
十 占比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税务年鉴 》、 《中国财政年鉴 》 和 《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年一 年税收收人占

〕比重的变动 , 大致呈对称 “ ,, 型 。 年到

年初次分配中税收收人占 〕白勺比重在 一 。

之间 , 波动不大 。由于 年我国对工商税收制度全面

改革 , 先后开征增值税 、 产品税 、 营业税 、 资源税等一些

新的间接税种 , 所以在 年初次分配过程中的税收收

入迅速增加 , 税收收人占 白勺比重上升到 以

后逐年下降 , 一直下降到 年的 。在这一段时

期内 , 下降的幅度比较明显。但由于 年的税制改革,

各地为了提高本地区税收返还的数额 存在虚收或者收

“过头税 ” 的情况 , 其结果导致 年的间接税占 】〕

的比重有所上升 , 在 年 年有一段短暂的波动。

从 年开始间接税收入占 “ 的比重出现回升迹象 达

到 , 此后几年继续稳步增长 年以来 , 这一比重

不断上升 。年为 超过 年的高点

二 初次分配过程中的间接税税收结构

从图 可以看出 , 政府通过税收在 】〕初次分配中

所获得的份额主要来源于流转税 不含关税 。 年

年流转税占初次分配中政府获得总收人的 以上,

在开始的三年, 甚至都在 以上 , 从 年开始有所

下降 , 到 年降到历史最低点的 。 年到

年流转税占总税收的比重有所回升 但一直稳定在

左右 , 从 年开始上升 , 期间有所波动 年达到

。关税在 “ 白勺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波动不大,

大部分年份维持在 环一 左右 , 只是在 年一

年这 年占比比较高 , 最高达到 , 平均在 左

右 。如果把关税放人流转税中一起计算 , 那么在初次分配

环节流转税占初次分配所取得的税收总额的比重一直在

。 以上 。资源税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历年来都比较

小 并且在逐年降低 , 在最近几年下降非常明显 , 不到初

次分配所得税收总额的 。行为税从 年所占较小的

比重开始逐年上升, 但一直没超过 。尽管行为税包含

很多税种 但是其在初次分配环节中所占比重并不高。

图 初次分配税收结构

姗哪哪热沸端端跳叭

吕 夕吕 夕洲, , 月 盆劳 侧刀 加 以洲 创拓 加日

旅转税占比 资碑税 占比 口关锐占比 行为税和其他占比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税务年鉴 》、 《中国财政年鉴 》 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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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直接税与 国民收入 的再分配

一 直接税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状况

政府在再分配环节通过直接税获得税收收人的同时

还能够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 。这是因为直接税不能进行

税负转嫁 , 只能由纳税人自己承担 。这样 , 通过直接税会

使高收人者的收人减少 , 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 同时政府还

可以取得相应的财政收人 。当政府把税收用于公共支出的

时候 , 又会使低收人者获益。因此 , 政府在再分配环节征

收直接税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 。下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直接税在再分配环节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情况。

从图 可以看出 年一 年的直接税税收收

人占 的比重大致呈非对称的 “ ” 形 。从 ` 年

至 年直接税占 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年稍

高一点 , 到 年重新回到 年 的水平。 由

于 年 、 年实行利改税 , 把国营企业的利润上

交改为税收上交 , 这样使得直接税 占 的比重被迅速

拉升到 年的最高点 为 之后开始逐年降

低 到 年为 。改革开放初期 , 直接税占

的比重逐年降低符合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变 、增加市场调节力度 、 放权让利政策的要求 。

但 年代 税收收人占 的比重下降过快 ,

这是改革开放初所始料不及的。因此为了提高 “两个比

重 ” 我国进行了 洲 年的全面工商税制改革 。改革效

果比较明显 , 从 年开始 税收收人占 的比重

逐渐回升, 除在 年增幅较大之外 , 其他年份增长稳

定 。。 年达到 , 然后开始下降 , 到 。年达到

。整体来看 我国再分配税收占 比重比较低

最高年份也就是 没有超过 的水平 其中有

年低于 的水平。近年来 随着经济增长和征管水

平提高 ,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长迅速 , 直接税占

的比重逐年提高 。

图 再分配直接税占 的比重

吧̀

, 白

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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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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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犷令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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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护令一今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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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尹 尹 尹 沪 沪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沪 沪 尹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税务年鉴 》 、 《中国财政年鉴 》 和 《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二 再分配过程中的直接税税收结构

从图生可以看出 , 年 年期间所得税和农业

税是再分配中政府主要的收人来源 , 财产税和其他所占比

重非常小, 并且所得税的比重一直在 左右。 年由

于利改税的原因使得所得税占比达到 随后逐年下

降, 到 年下降到 年以后又开始回升,

年达到 。从 年开始 财产税和其他在分配

环节所占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 , 期间有所波动 但是波动

不大 到 。年其所占比重达 。而农业税从 年

的 逐渐增加 , 到 年达到最高值 , 随后逐

年下降, 到 年全国农业税被取消时, 仅占再分配税收

收入的 , 其他农业各税 。年占比 。

从再分配环节不同的税类看 , 年以来 所得税

一直占主导地位 , 财产税和其他税收地位非常弱小 。具

体从所得税的构成来看 所得税主要是由企业所得税和

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构成 年内外

资企业所得税合并 称之为企业所得税。在再分配环节

中 企业所得税在再分配环节所占比重从 年开始逐

渐下降 , 。。 年降到最低的 之后几年有所上

升 到 。年达到 。个人所得税从 年以来增

长迅速 , 到 。 年达到最高点 为 , 岭 年到

年有所下降 但没有低于 。

三 、 税收参 与国民收入 的

最 终 分 配

一 最终分配格局总体状况

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分配手段获得的最终收人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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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再分配的直接税税收结构

概巩

口所得税占比 财产税和其他占比 口农业各税占比

资料来源 根据日川 ` 网̀悦务年鉴 一、 议中国财政年鉴一 关数据计劝一而得

部门的初次分配税收与冉分配税收之和减去出日巡税之

差 。从表 中 丁以看出 最终分配政府获得的悦收收人

是一初次分配中政府通过 丫接税获得的税上仪工仪人和再分

配中政府通过 直接税获得的税收收入共同决定的 但是

从表中 我们可以发现政咐最终获得的税收收人人部分

是政府通过问接悦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 而在 卜分配环

竹政府取得的悦收收人 比并不高

从最终税 戌收人占 玉 〕的比币来吞 大致 ,̀ 现如下

特征 , 吕年一 年期 司税收一玫入占 的比重状

况基本稳定 在 州 左右 年一川, 门仁期间 税

收收人占 分 〕的比重下降非常,迅速 由 年的

州 不认 「降到 洲 年的 , 肠 年间下降 ' 近

个阿分点 从 ” 年开始到 年这一段时期内 , 政

府的税收收人占 , 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 , 从 ” 男、

升到 即 吕讥 可见在这 卜几年间 , 升的速度也是非常

迅速的 炸 出现税收超常增 长的态势

表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 单位 亿儿

年年份份 初次分配配 再分配配 最终分配配 出 退于兑兑 各 贞税收收 , 〕〕 占 〔, , 比重
衫衫衫色父位、数数 悦收总数数 税收它,数数数数数数

性 只只 弓几 宝 不 灼 竺竺 几 勺 止止 几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了弓弓 竺 了 里里 几片丁 吕吕吕 几 丁 川弓三 雀 `̀

川̀日日 〔吕 飞飞 、 几丁 几丁 弓弓 写写

户卜 几爪弓吕吕 丁弓门门 书几三` 少 飞 ` 【【

冬〕 今竺 了 几门 们 , 日日 「片片

`吕弓弓 吕】 帅工 几 丁弓 淤川艺 弓 。气气

弓 ,弓弓 、、 勺 了少 气气

几几 竺吕` 套亏亏 吕几 竺 竺 三 〔 , 况况

名 几几 了几 了了 〔几加弓弓 水心〔于 二 吵 监监

不〕 吕 下下 丁二 竺 丁 乃乃 少 不 马 布布 肠肠

夕吕吕 口吕 了`亏 飞飞 , 万 几 三了 、亏亏 承川 吕吕 乃 「̀

` 吕不 吕下日 竺了加 。。 二 , 几丁丁 , 几 少少

冬川川 叨它 二 冬〕〕 吕 吕 日日 几 急 片̀片

冬卜 丁了 二二 冬 吕吕 冲 〕引 竺几 , 弓弓 了补 吕吕 几几 尹尹

` ` 从 不 吃 土 乡 , 三 几 卯卯 竺勺几毛 几几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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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年份份 初次分配配 再分配配 最终分配配 出口退税税 各项税收收 〕〕 占 分 比重 叼后
税税税收总数数 税收总数数 税收总数数数数数数

弓弓 百 〕 冬〕 师师

冬〕冬 一】 〕〕 川 几 耳耳

〕 几 一 一 了

竺

冬 〕

冬 一 乎 肠肠

三〕 】

〕〕 、

〕

川

卜

〕 自

示 工

〕 〔

搜 巴〕〕 石

、〔 〔〕一

几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税务年鉴 》、 们朴国财政年鉴沐和 《中国统汁年鉴 》 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图 最终分配税收收入占 比重

入入 ,,

… 卜广““
、、 丫 十书 ' 丫 衣 声 一 ''

一闷,,

一一一

……

尹 尹 尹 尹 沪 沪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尹

一一占 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税务年鉴 》 、双中国财政年鉴 》 和 《中国统计年鉴 》 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

从图 可以看出最终税收收人和初次分配的税收收

人与再次分配的税收收人的图形总体上基本一致 , 比初

次分配的平缓 而比再分配的陡峭 , 相比更接近于初次

分配中税收收人占 的比重情况 。

对政府在初次分配 、 再分配环节中取得的税收收人

和政府取得最终分配结果加以比较 , 可以更直观地考察

政府最终取得的收人来源于哪一环节 从而探析中国税

收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如图 所示 , 政府最终的分配结果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的 , 但是政府通过税收所

取得的收人主要来源于参与初次分配的间接税 。从图 中

可以直观看出参与初次分配的间接税收人与政府最终分

配的结果高度一致 而参与再分配的直接税收人与间接税

和最终分配结果差距较大 。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国税收制度

是由流转税构成的 、 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 满足了

政府财政需要的目的 同时也反映出目前中国税收制度所

存在的问题 , 即并没有充分发挥出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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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税务年鉴户、 《中国财政年鉴 》 和 《中国统计年鉴 》 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

二 宽口径税收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从总量上看, 年一 年宽口径税收增加很多

上述分析的是窄口径税收参与国民收人分配的情况 , 因为这一段时期内国有企业上交的收人 , 在窄口径的税

但在中国, 政府取得收人的形式除了税收之外 , 还有其他 收收人中没有计算在内, 所以 年以前的税收总量明

形式 , 这些收人从性质上也属于税收 , 所以有必要对其进 显低于 年的总量 , 但宽 口径的税收则相对弥补了这

行考察 。在统计口径上除了各项税收之外 , 又增加了具有 一缺口。从图 中可以明显看出 宽口径税收收人占

税收性质的收人, 在中国由于政府收入的不规范, 除了正 的比重整体上增加了, 但在 年以前比重增加较

税外还有其他相当于税收的收人, 如在利改税之前是国 多 在 年以后增加相对较小 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前

有企业上交的利润, 还有教育费附加 、 专项基金 、 行政事 年度政府收人较不规范 政府收人来源多样化 , 随着之后

业收费等预算内 、 预算外收人 这样就构成了宽口径的税 年度的税制改革, 同时清理预算内外的项目使得税收收

收收人 。中国财政收人中冲减了国有企业亏损补贴 , 而按 人逐渐成为政府收人的主要来源 , 因此 , 税制改革前后

国际通行做法 , 国有企业亏损补贴 特别是政策性亏损补 宽 径税收占 的比重并未增加很多 。总体趋势和窄

贴是一种政府支出, 不应该作为负收人冲减财政收人 。① 口径的税收占 ` 的比重基本是一致的。

图 宽口径税收占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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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税务年鉴 》、 《中国财政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① 高凌江 《中国税收分配与税制结钩问题研究 》, 中国经济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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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从初次分配环节税收状况看 , 现有的税收制度 , 在

初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具有调节性质的

资源税 、 行为税所占的比重是非常低的。从 年中国

开征消费税 对初次分配起到一定调节作用 但是占整

个流转税的比重并不高 , 并且具有下降趋势 , 到 年

只占流转税的 左右。从目前税收参与分配状况看

初次分配当中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 土地 、 资源存在

级差收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调节 。对奢侈品 、 限制消费

的商品, 如烟 、 酒 , 世界各国都普遍征收重税 、 实行高

价 而生活必需消费品 , 如粮食 、 食品等 , 又较多实行

低价 。但中国由政府政策形成的价格并不健全 这些问

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 从而产生初次分配环节不公

平现象严重等问题 。

从再分配税收占 比重来看 , 整体比较低 , 最高

年份也就是 , 没有超过 的水平 , 其中有 年

低于 的水平 。从再分配环节不同的税类看 , 年

以来 , 所得税一直占主导地位 , 个人所得税增长较快 ,

而财产税和其他税收所占的比重非常弱小。 目前的税制

只满足了筹集财政收人的职能 , 并没有充分发挥税收调

节收入分 配的功能 , 这是 目前 中 国税制存 在的主要

问题 。

在未来的税制改革中, 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 , 在维持相对稳定的宏观税负的条件下 , 更多地应

是对税制结构进行调整 , 即通过改变不同税种 的结构 ,

在保证政府财政收人的同时 , 有效地调节经济 缩小

收入分配的差距 , 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 。我国可以借

鉴 的经验 , 逐步减少间接税 占 的比重 , 增

加直接税占 的比重 , 改变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

税制结构 。在实现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 增加直

接税的调控功能 真正实现具有 自动稳定器功能的税

制结构。

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对增值税扩围 、 降低增值税的税

率 , 从而减少增值税所占的比重 。与此同时, 加强消费

税的改革 , 调整征税范围 , 减少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 ,

加大对高档消费品 、 资源供给缺乏产品和环境污染行为

的征税 , 并提高相应的税率, 实现宏观调控 促进社会

公平与环境资源保护等 。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 , 把社会

保障费改税 , 增加硬约束。同时要加强对财产税的改

革 , 完善财产税制度 实现对财产保有环节和遗产继承

的征税 , 在实现公平的同时 , 保障地方政府的收入来

源 , 改变目前土地财政的状况 。

在所得税改革方面 , 企业所得税改革主要是降低小

微企业的税负 , 加大对自主创新 、 科技研发 、 品牌建设

及扩大就业等方面的支持 个人所得税改革 , 应该逐渐

由分类走向综合 , 并充分考虑到家庭的因素, 减少中低

收人者的税收负担 , 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力度 , 实

现收人分配调节的功能 , 缩小贫富差距 。①通过对现有直

接税种进一步改革 , 同时增加新税种 , 逐步完善直接税

体系 , 实现从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以直接税为主体

的税制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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