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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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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一般均衡方法，分析中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归宿。文中将整个经济划分为

企业所得税主要征收部门和非企业所得税主要征收部门，通过需求、供给、要素市场出清和投入产

出相等四个方面，研究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所有产品和要素在各个市场产生的连锁反应和影响，从而

确定税负的分布。根据我国数据测定要素替代弹性、产品需求替代弹性等参数，代入模型进行模拟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所得税并不完全由资本承担，资本只承担了税负83%左右，还有17%

左右转嫁给劳动要素。由于要素的流动性，资本承担的83%税负部分不只是由企业所得税主要征收部

门的资本承担，而是由全社会资本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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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经济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纳税义务人并不是税收负担者，纳税人可以通过种种方式

来转移税收负担。所谓税负转嫁就是纳税人不实际负担政府课于他们的税收，而通过购入或卖出产

品价格的变动，将全部或部分税收转移给他人承担的过程。税负归宿是税收转嫁过程的终点，是指

税收负担者无法将其负担再转嫁到其他人身上，而最后由自己来负担的状况。税负归宿理论描述了

税收负担的最终分布，研究谁承担了税收的最终负担。 

最简单的税负归宿分析方法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表明税负归宿主要由个人或企

业避税的难易程度来决定，这种难易程度以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来衡量。同时，这些因素也能确

定税收的效率损失对个人和公司行为造成的扭曲。局部均衡分析可以阐明税负归宿研究的基本原

则：竞争条件下的税收的经济归宿仅仅取决于市场情况，而与税收的法定归宿无关。局部均衡分析

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仅考虑税收对单一市场的影响，割裂了与其他市场的联系，而绝大多数税收对多

个市场的行为发生重要作用。另外局部均衡分析只能确定税负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布，而不

能进一步说明是哪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哪一类消费者承担了税负。 

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能有效克服局部均衡分析的局限，已成为当今税负归宿分析方法的主流。税

负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是研究对一种商品或要素征税对全部商品和要素在各个市场的连锁反应和影

响，再从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分析整个税负的分配状况，尽可能全面地探求税收变化的各种效

应。高培勇（2005）认为，之所以要对税负归宿问题作一般均衡分析，是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各

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供给、需求等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若将税收归宿的考察仅

局限于课税商品或生产要素的特定市场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完全的。比如，许多商品和



生产要素存在着相互替代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当一种课税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动时，不仅

该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要因此而发生变动，它的替代和互补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及

价格也要随之发生变动。不仅如此，这些替代和互补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变动，还

会进一步对它们各自的替代和互补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产生影响。这样，只要一种商

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动，就会在整个经济中引起一系列的一层层的连锁反应。为了使税收转

嫁和归宿问题的分析更贴近现实，就要从因政府征税而引起的一系列的一层层的连锁反应中，探求

整个税负的分配情况，即对税负归宿问题进行一般均衡分析。 Harberger,A.C(1962)建立两部门一

般模型分析公司所得税税负归宿。Atkinson和Stiglitz(1980)通过成本函数重新阐述了模型，并用

几何图形进行了说明。Fullerton和Metcalf(2002)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多种税收关系。本文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局部要素税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传统模型做了以下改进： 

首先，剔除无关税种。Fullerton和Metcalf(2002)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存在多种税收关

系。对两部门的产品分别征税，对两部门的两种要素分别征税，这样共有六个税种。然而其理论模

型中绝大部分的税种是出于数学运算的目的而设立，没有实际经济含义。本文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

型只分析局部要素税，也就是对企业部门的资本要素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模型剔除了其他无关的干

扰变量，集中阐述对企业部门的资本要素征税对所有产品和要素的影响，从而确定税收负担的最终

分布。 

其次，引入产品替代弹性。Harberger (1962)两部门一般模型为简化计算做了重要的假定，用

某一部门产品需求量变化与两部门产品价格相对变化的比例来表示该部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这

种需求价格弹性的表达式是不准确的。而且Harberger模型在经验实证分析中简单的把两种产品的替

代弹性看作1，再以此推算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本文模型用产品需求替代弹性来反应两部门产品需

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两部门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且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是先测算出

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再根据它计算产品的替代弹性，而不是对参数做粗略的估计。 

最后，划分为直观的四方面。本模型把征税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划分为四个方面来研究。第一，

从供给角度通过生产函数反映产品供给和要素需求的关系。第二，从需求角度通过产品的需求替代

弹性反映产品需求和价格的关系。第三，从要素供给角度通过市场出清条件反映生产要素供给的相

对变化关系。第四，从投入产出相等角度通过要素总收益等于产品收益说明产品收益的变化与要素

收入变化的关系。通过这四种角度，清楚地反映了对一部门的资本要素征税对整个经济的所有产品

和要素的连锁反映和影响。 

二、局部要素税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略） 

三、经验实证分析（略） 

四、结 论 

我国针对资本收益征收企业所得税，资本要素并没有完全承担这项税收负担。在合理的参数条

件下，资本要素只承担了税负总额的83%左右，其余17%左右的税负转嫁给劳动要素承担。产生这种

现象的原因是，对资本要素征税后，如果主要由资本要素承担这项税负，那么资本价格相对下降；

当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资本完全承担税负；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企业所得税

主要征收部门与非企业所得税主要征收部门的资本密集度很接近( =0.32， =0.33)，这使征税后没



有相对大量的资本要素流动到非企业所得税主要征收部门，资本的相对价格也就没有下降到资本完

全承担税负的程度。 

生产要素替代弹性的变化对结果有一定影响，两种产品的生产要素替代弹性分别增加或减少

20%，资本承担税负的比例变为93.3%和97.09%。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的变化对结果的影响不明显，

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增加或减少20%，资本承担税负的比例基本不变。 

研究资本所得税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归宿的意义在于，资本要素大部分被高收入人持有，劳

动要素大部分被低收入人持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资本所得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的。然而通过

本节的实证分析发现，对我国资本所得征收的税收中有一部分转嫁给劳动要素承担，这显示了我国

资本税税制的不公平。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节选《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 Hlh） 

  

  

  

 
 

Copyright© 200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联系电话: 86-10-8819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