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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CHINA STATE FINANCE

基于政府收支结构视角的
居民税负感受分析

各自税负主要由不同的收入群体承担。

增值税是对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

一般情况下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较

小，生活必需品的购买者会承担大部分

增值税税负，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

侧重于生活必需品，消费比重较高。对

于农村低收入者，几乎一半的收入用于

消费性支出，而且我国增值税对生活必

需品并无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

中低收入群体对生活必需品的税负较

重，说明增值税具有较强的累退性， 

下表反映的是间接税税收收入的

增长速度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的

比较。除了 2009 年基本持平外，2008—

2012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

快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

表明农村居民税负更重。然而，从增值

税收入增长速度和占税收总收入比重来

看都呈下降的趋势，2008—2012 年增值

税收入增长速度从 16.3% 下降到 8.9%，

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从 33.2%

下降到 26.2%，这反映了增值税的累退

程度有弱化的趋势。消费税是以某些特

定的消费品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间

接税，其主要是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等商

品税的基础上对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

征收，课税对象的需求弹性较大，税负

主要由中高收入群体承担，体现了一定

的累进性和收入分配调节的功能。除了

2011 年外，2008—2012 年消费税增长率

都高于国内增值税增长率，而且消费税

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从 4.7% 提

高到 7.8%。营业税具有对劳务普遍征收

数据来源 ：根据财政部网站《2008—2012 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
《2008—2013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刘明慧  赵敏捷

居民税负感受是衡量微观民生改善

程度的重要尺度。居民税负高低与其获

取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利益大小是影响居

民税负感受的两个共同因素，因而必须

在税制结构和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相互

融合的框架下来判断居民税负感受，并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合理确定居民税负水

平和促进公共支出模式转换。

一、税制结构、社会性基本

公共服务支出与居民税负感受的

相关性

（一）税制结构对居民税负感受的

影响

一国税制通常由多个税种构成，税

制结构一般通过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

来体现，虽然不同税种对居民税负产生

的效应并不一致，但不论是直接税还是

间接税，总体上都与居民税负的高低呈

正相关关系，结构上则对不同收入群体

税负的影响存在着差异。目前我国的税

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间接税主要由

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构成。基于不

同收入群体的经济能力、消费结构及规

模差异会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的差异，

可以通过居民消费支出来阐释间接税对

居民税负的影响方向与程度。增值税、

消费税和营业税的不同征税对象决定了

年份 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 营业税
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2008 16.3 16.4 15.9 12.46 13.55

2009 2.7 85.3 18.2 9.09 9.07

2010 14.1 27.5 23.8 9.83 9.74

2011 15.0 14.2 22.6 12.55 19.15

2012 8.9 13.5 15.1 9.98 13.16

                            间接税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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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通常高收入者对征收营业税的

服务类商品消费比例较大，因而高收入

群体的负担率会高于低收入群体。除了

2008 年外，2009—2012 年营业税收入增

长速度都较大幅度地超过国内增值税的

增长速度，而且营业税收入占税收总收

入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15% 以上。总体来

看，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收

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分别由 2008

年 的 52%、54.2%、52.5%，下 降 为 2013

年的 49.9%、49.6%、49.1%，说明我国的

税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趋于下降，同时

消费税与营业税累进性的增强也在一定

程度上抵消了间接税的累退性，从而使

低收入者的税负有所减轻。

直接税对税后要素收益率产生直接

影响。在现行税收体系下，我国真正意义

上的直接税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中对劳动征税的部分直接导致劳动分配

份额的降低。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分布

来看，纳税人主力是中高收入群体。受

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及减税政策的影

响，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速度呈现波动

式增减趋势，2008—2013 年增值速度分

别为 16.8%、6.1%、22.5%、25.2%、-3.9%、

12.2%，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

的 比 重 看，2008—2013 年 分 别 为 6.9%、

6.6%、6.6%、6.7%、5.8%、5.9%，基本呈现

稳中有降的态势，总体上表明居民来自

直接税的税负趋于减轻。

（二）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

税负感受的影响

判断居民税负感受，除了从间接

税和直接税角度考察税收负担率外，

还要看居民在政府用税过程中的受益

情况，即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中受益

的大小。按照公共产品理论，政府公共

服务支出分为一般性服务支出、经济

性服务支出和社会性服务支出。一般

来说，社会性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具有混合产品

性质，居民从这些支出中的受益感受

更加明显和直接。如果社会服务性支

出规模适当、结构合理，居民税负上升

同时伴随着居民得到公共服务实惠的

预期增强和直接受益的不断增加，结

果就不会增加居民的“税收痛苦”，特

别是如果主要由中低收入人群受益，

则有助于增强支出的累进性和公平性，

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提高

和收入分配的有效改善。

笔者选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

疗保障支出，并将支出进行细分，因为

这两项转移性支出与城乡低收入居民税

负关系及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和缩小社

会差距的关系较为密切。在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方面，2010—2012 年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占比分别为 5.91%、

6.08%、5.29%，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支出占比分别为 4.89%、5.99%、5.55%，

二者占比的差距呈缩小的态势，反映出

农村居民受益覆盖面不断扩大和受益

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在医疗保障支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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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010—2012 年城市医疗救助支出占

比分别为 2.41%、1.99%、1.78%，农村医

疗救助支出占比分别为 3.52%、3.19%、

2.90%，虽然农村略高于城市，但二者

占比都呈下降趋势，表明医疗救助体系

的投入力度需加大 ；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支出占比分别为 8.70%、11.03%、

12.8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占比分

别 为 46.76%、53.49%、55.64%，这 两 方

面比例都不断提高，说明城镇居民（不

包括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险

覆盖面扩大的同时受益率也不断提高。

2010—2012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占住

房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为 51.69%、68.3%、

70.29%，表明住房保障支出中城市居民

受益不断增加。

二、增强居民税负感受满意

度的政策建议

税收与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的终

极目的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利总

量。居民税负感受的实在性客观上要求

税制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相互

协调，以更好地发挥政策合力。

（一）合理确定居民税负水平

税收调节收入功能的实现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税制结构。我国城乡居民

的税负主要来源于间接税和个人所得

税，特别是对农村居民而言，取消农业

税后其所承担的税收主要是因消费支

出而间接负担的增值税。因此居民微观

税负是税制改革方案选择时必须考虑

的重要因素。从未来税制改革趋势看，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直接税比重

上升、间接税比重下降是一个基本方

向。鉴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征管

水平，间接税的主体地位还会持续一段

时期。在这种税制结构约束下，为了契

合税制改革的目标，间接税制的架构需

要整体设计，使不同税种之间功能定位

清晰、税基减少重复交叉，重点是适度

降低增值税税负，进一步规范个人所得

财税改革CHINA STATE FINANCE

税制改革。

1. 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在积极推

进“营改增”试点、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

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增值税一般税率及

生活必需品增值税税率。增值税一般税

率的降低不仅可以减少增值税收入，而

且寄征于增值税之上的城市维护建设

税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规模也会相应

缩小，从而大大提升减税空间。目前我

国税制对生活必需品的优惠幅度过小，

且范围只限于初级产品，居民无法直接

享受到税收优惠。增值税作为一般消费

税，其设置的目的是筹集税收收入，与

特别消费税不同，其较为崇尚中性，税

率较为整齐划一。但是，对于部分收入

分配特征值较高、低收入者消费相对较

多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将其税率设定在

较低的水平，通过直接弱化税收对商品

和劳务价格的影响使税收优惠向低收入

群体倾斜，切实减轻低收入阶层的间接

税负担，从而在从总体上不断降低税负

的同时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更好地恪守公

平原则。另外，通过“营改增”不仅要降

低营业税的整体税负水平，还要兼顾公

平因素，让低收入消费者更多购买的那

些商品和服务的税率更低。同时，适度

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使低收入家庭承

担较少的税收，逐步发挥增值税的正向

再分配效应。

2.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第

一，全方位地推进税收扣除标准的细化

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所得的减免税力

度，逐步实行退税制度和税收指数化调

整机制，在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负的同

时增强个人所得税制的弹性与累进性。

第二，逐步采取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

收模式，以充分体现量能负担的课税公

平性。

（二）促进公共支出模式转换

1. 合理确定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

模式。目前我国政府大多采用供给导向

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教育支

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方

面以完成指标为主，较少考虑居民公共

需求，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难

以有效实现。今后要向需求导向性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转换，即政府依据公

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多少及结构偏

好，调节其服务供给结构。

2. 以民生为导向进一步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近年来，我国在居民税负及

公共支出分配公平等方面有了长足进

步，但目前公平性仍有欠缺，因而今后

应特别注重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和有

效利用，在强调社会性支出总量扩张的

同时也要注重社会性支出的结构调整。

财政投入应继续向农村和不发达地区

倾斜，以充分体现支出导向的公平性和

针对性。重点是强化民生类公共服务

的供给，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着

力点，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转移性支出

中的比重，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

支出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亟

待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城镇社会保障

体系，并在转移支付体制的改革中充分

考虑这些人员对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

跨地区转移的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人口城镇化，从而通过财政支出的二次

分配切实保障一次分配中的弱势群体

受益。

3. 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一是进一步规范支出方式，增强支出

受益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确保社会

性公共服务支出真正用在改善民生。

二是注重支出绩效评估，进一步改革

完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提高财政支

出效益。三是提高支出信息透明度，建

立健全支出监督机制，在确保支出合

理与合规的基础上，切实提高居民社

会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有效缓解居

民税负痛苦感受。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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