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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税负是衡量一国政府财政

收入筹集能力的重要指标，它不仅反

映了一国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同时也

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各级

政府财权（税权）的对比关系。本文

对比了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和我国宏

观税负的走势，发现我国与其他发达

经济体的宏观税负呈反向走势，也就

是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税负

总体呈上升态势的情况下，我国持续

走低，相应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因此

应“开源节流”，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平

稳发展。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宏观税负总体呈

上升态势

（一）2017年OECD国家平均宏观

税负创近十几年新高

OECD最新出版的政府收入统计

年鉴表明，2017年OECD国家平均

宏观税负为34.2%，相较于2016年

的34%略有上升，创近十几年来的新

高，高于近年来历史高点，即2000年

的33.8%和2007年的33.6%。2017年，

在34个OECD国家中，有19个国家宏

观税负上升，有21个国家高于经济危

机前的水平，有9个国家自2009年以

来持续增长。

从税种结构看，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和社会保障缴款占比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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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收入

占比略有下降。

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企业所得税

占全部税收收入

的比重达到最高

水平，从2015年

的8.8%上 升至

2016 年 的 9%，

2015—2016 年

期 间，个 人 所

得税收入占比

从24.1%下降到

23.8%。这主要

是 由 于2016年

23个国家提高

企业所得税、20

个国家降低个人

所得税所致。

增 值 税 在

OECD国家中表

现尤为突出，对

宏观税负的提

高做出重要贡献。2016年，OECD国

家增值税收入占GDP比重达6.8%，

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0.2%。经济危

机之后，增值税税率经历了一个上升

的过程，目前稳定在19.3%。2018年，

OECD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增值税税

率高于22%，而2008年只有4个国家

高于该水平。希腊和卢森堡在2015年

1月至2018年1月间提高了增值税标

准税率，而冰岛和以色列在此期间则

降低了增值税税率。OECD国家深知，

以提高增值税税率来增加收入的空间

越发有限，一些国家拟通过限定优惠

税率的适用范围和减少减免税来维持

图1 2016-2017年OECD主要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单位：%）

图2 2008-2016年OECD国家主要税种收入

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的变动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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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继续提高增值税收入规模和占比。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实施或正在考虑

对不断增长的数字销售征税，包括对

离岸供应的销售额征税等。

（二）近年来美国宏观税负水平呈

上升态势

总体来看，自金融危机之后，美

国宏观税负持续上升，2017年达到

近十年的峰值，27.14%，高于危机前

26.71%的税负水平。美国宏观税负

的走向与OECD平均税负的变化趋势  

相同。

美国宏观税负的提高主要在于直

接税比重的增长。从税种收入比重变

化趋势来看，美国不同于OECD国家。

在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比最高，对宏

观税负的增长贡献最大。个人所得税

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在2015年达

到危机后的最高水平40.46%，2017年

略有下降，为38.63%。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所得

税的收入份额在2009年降至最低

值5.98%。然而，2010年迅速恢复至

7.6%，较2008年高出一个百分点，且

在2014年达到危机后的最高值。但

是，近3年企业所得税的比重均有所

下降。

社会保障缴款以及商品和服务税

的比重稳中有降。其中，零售税的比重

由2009年的8.49%持续下降至2017年

的7.31%。财产税在经历2009—2015

年的持续下降之后，2016—2017年增

长迅速，于2017年达到最高值15.4%，

对当年美国宏观税负的提高具有明显

的推动作用。

中国各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持续走低

在连续大规模减税背景下，中国

各口径的宏观税负持续走低。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

图3 美国与OECD国家宏观税负的变化趋势图（单位：%）

数据来源：OECD

表 1 美国与OECD国家的宏观税负（单位：%）

美国宏观税负 OECD国家平均宏观税负

2007 26.71 33.56

2008 25.69 32.93

2009 23.02 32.21

2010 23.49 32.31

2011 23.9 32.61

2012 24.07 33.07

2013 25.65 33.36

2014 25.98 33.59

2015 26.23 33.72

2016 25.89 34.03

2017 27.14 34.19

数据来源：OECD

图4 2008-2017年美国税收收入分布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OECD

经济纵横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CHINA  STATE  FINANCE
2019.10半月刊  [ 总第783期 ]

71

表 2 2013-2018 年我国各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单位：%）

指标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占GDP的比重

税收占GDP的
比重

税收（含社保）
占GDP的比重

全部政府收入
占GDP的比重

2013年 22.00 18.57 23.38 36.00

2014年 22.10 18.51 23.28 35.70

2015年 22.50 18.13 23.37 34.50

2016年 21.45 17.52 22.76 33.31

2017年 20.86 17.45 22.67 33.82

2018年 20.37 17.37 22.47 34.1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财政部网站相关数据整
理得到。

22%下降至2018年的20.37%，税收收

入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18.57%

下降至2018年的17.37%，税收（含社

保收入）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

的23.38%下降至2018年的22.47%。

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反的是，我

国降低增值税基本税率以及营改增带

来增值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

降，这也是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持续走

低的主要原因。增值税净收入（国内

增值税+进口增值税-增值税出口退

税）占GDP的比重从2017年的6.98%

下降至2018年的6.86%（其中，2018

年进口增值税和增值税退税收入为估

计数），下降了0.12个百分点，而同

期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0.2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税收收入占GDP

比重的下降，60%是可归因于增值税

减税。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

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17年的

3.41%降至2.99%，下降了0.42个百分

点，因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

比重下降主要归因于增值税收入和非

税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

开源节流 缓解财政收支矛盾

（一）预计2019年我国各口径宏观

税负水平仍将继续走低。2019年，我国

推出了更大规模的实质性减税，对小

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增

值税16%税率降至13%，允许不动产

增值税进项税一次性抵扣，实行增值

税加计抵减政策，扩大增值税留底税

额退税试点改革，降低社保缴费费率

等，这一系列政策会带来更大的财政

减收，相应会继续拉低各口径宏观税

负水平。据官方估计，上述减税降费政

策会带来近2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

假设2019年GDP增速为6.3%，在不

考虑物价指数影响下，2019年GDP现

价将达到95.7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下降至20.11%，

甚至更低（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因

此我国财政收支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二）多措并举，缓解财政收支

矛盾。在经济转型期，减税降费以激

发市场活力必要而现实，但不能因政

府“日子紧”而使必要财政支出“打折

扣”，需要多措并举缓解收支矛盾。总

体而言，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总体思

路是“节流”和“开源”。从节流来看，

压缩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金，提

高预算绩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从

开源来看，适度提高赤字率，提高特

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

另外，可以考虑普遍性减税降费

与结构性税制改革的配合，完善消费

税税制，提高烟酒税率并加强征管，

提高消费税收入能力，并建设地方税

制体系。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扩大

环境保护税征税范围，提高税率标准，

将挥发性有机物（VOCs）纳入征税范

围。清理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规范

和强化税基。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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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3-2018年我国各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财政部网站相关数据整
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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