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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布斯》杂志两年前的一份榜单，近期再度走红。这个2009年“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排行榜将

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罗列于全球50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二名，当时即引起大量讨论。9月19日，《人民日

报》旧事重提，对其进行质疑，将中国的宏观税负话题再次推向漩涡中心。与此同时，财政部日前公布

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据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

亿。由此，减税呼声再起，殊为凶猛。 

    《福布斯》榜单惹争议 

    根据《福布斯》计算方法，就一些各国都有的税种，选用最高的边际税率来计算痛苦指数，例如，2

009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25%，则相应的痛苦指数为25，照此算法，直接加总各项最高税率和

社会保险费率，得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为159，仅次于法国的167.9，高踞全球第二。 

    时隔两年，《人民日报》日前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

实情况。 

    对此，《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人民日报》有很多地方确实有道

理。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税负问题是很复杂的，宏观税负也不是唯一的尺度，应该允许通过别的角度

来观察这个现象，这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是唯一正确的。” 

    “税负痛苦指数”只是福布斯简单形容税率高低而生成的通俗化概念，周健工认为：“一方面，税

率越高，纳税人感觉越痛苦；另一方面，如果税收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使用，纳税的负担和所享受的福利

相匹配，大家也不会产生痛苦感。” 

    《福布斯》榜单的科学性，是一些学者质疑的焦点。知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即告诉

时代周报：“不同的税是不能相加的，一头猪加一支铅笔加一个杯子，不能说加起来就是三。而且，仅

算边际税率，不作加权，会对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扭曲。再有，福布斯是有选择地挑一些税种，它标榜的

公正性肯定不成立。比如说西方国家普遍都有遗产税，最高达50%左右，这一项就没选。如果加上这项，

一些西方国家的痛苦指数就大大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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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看来，福布斯是个媒体，它不是一个研究机构，因

此，对其榜单提出学术要求，是“鸡同鸭讲”。“它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价值判断问题。它掌握了

一些数据，证明中国大致上税是重的，这就够了，与民间企业、普通民众的感觉相比，恐怕无太大悬

殊。并且，它并不只是针对中国，同时还评价了其他国家，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也认为，如果《福布斯》采用的指标是用来分析所有国家的，只用

一个标准，就有它的合理性。“这个结果与老百姓的感觉也是相吻合的。从经济学上看税负痛苦指数，

不只是看税收高到多少，而是把通胀率、收入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合并比较。在通胀的条件下，居民收

入水平没有显著上升，而税收却是增加的，比如今年上半年个税就同比增长了35.4%。居民当然会有怨

言，怨言来源于情绪，情绪产生于痛苦。” 

    财政收入首破10万亿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已达全年目标的83%。同比增

长30.9%，增速远高于年初确定的增长8%的目标。据此测算，全年财政收入将首次突破10万亿元。 

    随着投资、工业、消费等各项指标的回调幅度趋缓，经济回调空间减小，财政收入增长将获进一步

支撑，“今年将达到11万亿。”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对时代周报记者预测。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是基础，税收制度不尽完善，也是很重

要的一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告诉时代周报。 

    在刘尚希看来，税收制度不尽完善，税费偏高是一个问题，税负的分布结构不合理也是表现之一，

主要是作为流通税主要税种之一的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现象，而随着商品流通规模扩大，营业税规模也

会快速增长。目前正在考虑把部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是完善税制的重要一步。 

 

    “还有一个因素，很多人不太了解，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很高，而有些税收与GDP无关，比如进口

商品带来的关税、增值税，就与GDP没有任何关联。当经济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税收收入的增长

就会快于GDP的增长，导致税负比重提高。”刘尚希称。 

    全部政府收入除财政收入外，还包含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等预算外收入在内。“中国的大口径宏

观税负达到30%以上。”李炜光表示。 

    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在刘尚希的解释中，还有个重要原因，原先没有纳入预算的非税收入，从增

量层面已经全面纳入预算。“根据财政部规定，土地出让金、国资经营性收入，这些上缴财政的部分，

都要纳入预算。由于预算管理制度的加强和完善，造成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快，实际财力并没有增加多

少。” 

    不过，在李炜光看来，财政收入十余年来一直保持30%左右的增速，这属于长期超常规增长。“如果

财政收入增速过高的话，肯定有超常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竭泽而渔’的做法。对企业、对社会、对

国民享受的福利，上上下下不是按经济做事，而是能挤多少就挤多少。政府要想增加财政收入，没有任

何法律或体制上的障碍，而社会和市场在保障自己的权益方面没有设防，没有保护机制。” 

    减税是唯一的牌 

    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减税呼声再度汹涌。多位专家表示，在关注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要注重财政支

出，减税是税制改革的目标。 



    “营业税和增值税是两大流转税种，都有降税空间。主体税种应该减税了，这是最主要的。至于非

税收入这块，行政收费的征收这块也要减，但这是老大难问题，行政收费要养活那么多部门，这是刚性

的东西，我不太相信它能减。现在的动作只能放在增值税、营业税这些主要税种上。”李炜光表示。 

    “减税是唯一的一张牌，把个人所得税从最高45%降到20%，把增值税从17%降到12%，这都是非常合

情合理的。”谢国忠也向时代周报表示。 

    也有专家认为，相对于放在台面上的税收收入，隐性的非税收入让百姓痛感更强，也更难以监督。

华生告诉记者：“中国最主要的还是要减少非税收入。如果宏观税负不变，只是减少税收收入的话，政

府会更依赖非税收入，这样更糟。我觉得取消土地出让金比什么都管用，房地产价格一下子就下来

了。” 

    在刘尚希看来，政府公共收入是一个体系，应该是包括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公共产权收益

等各方面。“我们不要只盯着税收，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有大量公共产权的收益，土地、矿藏等大

量公共资源带来的收益因为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而流失了，应该进一步强化。这一块增加后，对税收的

压力就会相应地减轻。” 

    而在现有的税收结构中，明显存在间接税过大、直接税过小的现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仅增

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5项间接税的税额就高达63679亿元，占税收总额的87%。而以

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比例显然不能同日而语，其中个税只占税收总额的6.6%。 

    老百姓对直接税比较敏感，对间接税不敏感，但实际上人人都要交间接税。问题是现在直接税还在

减，个税免征额从9月开始调整后，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比例只剩下百分之二点几。一方面大家都

不希望交直接税，另一方面又都反对收入差距扩大，这就形成两难的矛盾。”华生称。 

    不过，刘尚希认为，间接税高并不是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都以间接税为主。“在提高个税免征

额、直接税减税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去提高直接税。” 

    对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刘尚希认为，将会推进资源税的改革，向有助于节能减排的方向发展。企

业的税负可进一步减轻，个人所得税还会更趋完善。“税收改革要有整体设计，不是某一个税种的改

革，否则就会流于碎片化。” 

    “未来应简化税制，目前税制太复杂，导致税收成本很高，整个税收中有20%用于征税成本，完全可

以降低成本，省下的钱转化为民生投资[7.04 0.00% 股吧 研报]。此外，应实现税收指数化，与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经济增长质量挂钩。居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增加税收。”石磊则认为。 

    与减税相对应，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也已迫在眉睫。庞大的“三公支出”久抑不下，与政绩挂钩的

“铁公鸡”投资占比过大，民生支出比例超低，一直为人诟病。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全国

财政支出8076.96亿元，同比增长25.9%。 

    刘尚希认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已在进行：“现在社会性支出在不断增加。财政支出数额的增长速

度远远快于GDP，教育、科技、医改的支出都增加非常快。而行政管理开支尽力在压，实现零增长。” 

    不过，在李炜光看来，这些年财政支出体制并没有改革，各地政府是生产建设型的，支出主要用于

“铁公鸡”，百姓客观上也能享受到一点公共服务，但与庞大的财政收入相比，远不成比例。“财政支

出体制改革，难就难在这不是财政部门自己能推进的，它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关

系，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而且直接牵涉预算改革。去年搞的预算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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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财政支出体制，但非常难，比税制改革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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