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得税税率下调对政府税收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文/宫姝琳 孙 倩 

   在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以下简称所得税法），所得税税法中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本法自2008年1
月1日起实施。也就是说从08年起，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将由原来的33%下调为25%，税率的下调对
我国的政府税收有着什么样影响，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从博弈角度的经济学解释。企业上缴的税金是国家及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政府部门能否代
替国家把企业的税金及时、足额的收缴上来，是国家各部门能否正常运做，各项经济能否持续运行
的关键。作为政府部门，他们希望的税率越高越好，即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作为企业，高税负
意味着负担，利润的大部分如果都上交给政府，那么，企业的留存收益将会降低，企业的发展资金
减少，股东获利也将减少，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是渴望着低税率的，如果税率过高，逃税对
他们的诱惑将更大，如此，国家反而会降低税收的总额。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个博弈模型来分析一
下： 
   参与人：政府和企业 
   行动：政府的行动{高税率，低税率}；企业的行动{逃税，不逃税} 
   假设：1、政府实行高税率是50%，实行低税率是10% 
      2、假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00 
      3、偷税额不论在何种税率下均为纳税额的20% 
       
      表1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分析 

    
   由上表可知，高税率时政府获得的期望收入为40×20%+8×80%=14.4 
   低税率时政府获得的期望收入为10×80%+2×20%=8.4 
   从政府方面来看，较高的税率必然会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从企业来看，增大税率，企业
为了减轻重税为企业带来的负担，也必然会冒险选择逃税行为；而在低税率情况下，企业将会愿意
选择正常交税，而政府获得的期望收入，又将大大降低。 
   那么，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呢？现在，我们假定政府税率取二者之间的平均值，即25%，
不逃税的概率为70%，逃税的概率为30%，此时，政府的期望收入则为25×0.7+5×0.3=19，由此可
见，在平均税率水平下，政府收入增加，企业逃税概率也降低，这样，政府与企业之间也就达到了
纳什均衡，所以，我们看到税率适当下调，即有利于降低企业逃税概率，又有利于企业扩大财政收
入。 
   目前，税率下调已成为国际趋势。所得税税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政府的财政
收入水平。如果税率偏高，会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从而影响投资积极性，而适度
降低税率从长远看反而有助于培植税源，增加收入。因此，税率在国际比较中处于竞争优势是非常
重要的。 
   自从美国1986年实行以降低税率、拓宽税基为基调的税制改革以来，世界各国公司所得税税
率普遍呈下调趋势。近几年的情况也说明，这种税率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减弱，甚至有增强的迹象。
有相关数据表明，自2001年起，对公司税税率进行调整的国家有31个，其中提高税率的国家只有2
个，即阿根廷和智利；降低税率的国家则有29个，有的降幅还相当大，如奥地利，从2001年的34％
降到2005年的25％，埃及从40％降到20％，冰岛从30％降到18％，俄罗斯从35％降到24％，罗马尼
亚从25％降到16％。而且有的国家已明确还将进一步降低税率，如加拿大已从27％降到21％，还计
划到2010年降到19％；荷兰已从35％降到31.5％，计划2007年再降到29.1%；印度尼西亚也初步决
定，将公司所得税率于2007年降至28%，2010年进一步降至25%.事实上，近些年来加入到降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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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 
   综观国际趋势，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设计，一方面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但更要考虑企
业在国际大环境中的竞争力。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很快，财力相对比较充裕，为下调企业所得
税税率提供了比较宽松的财政环境。显然税率定在28%，一方面，有利于财政消化减税导致的减收
压力，另一方面能给投资者以明确的降低税率信息，增强对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吸引力，确保企
业所得税制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作者单位：宫姝琳/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北方科技学院；孙倩/黑龙江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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