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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产品供给看最优税率确定

王 伟

在
公共产品供给上，市场一般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解决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其经费由政府以

税收的形式来筹集。但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品是一定的，公

共产品的增加必然以放弃私人产品为代价，反之也然。税率

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寻找到人们

对公共产品供给和私人产品供给之间满意度的平衡点，即

如何确定最优税率问题，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就政府的职能来说，要不断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福

利水平，使国家不断的强大。在这方面，政府和个人、企业

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其对公共

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偏好有所差别。政府从有利于发挥其职

能的角度出发，往往希望能多为社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因

此希望税收能多一些，但又不想因税负过重，挤掉过多的私

人产品，挫伤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国家经济

的发展，同时也希望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个人和企

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希望自身的收入能尽可能的多一些，

即私人产品尽可能的多，同时，也希望公共产品能满足他们

的需要，希望国家强大。这样，在政府和个人、企业之间就

在客观上存在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应该就是最佳税率

点，即帕罗托有效的税率点。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平

面上，先画出政府的无差异曲线，然后把图转 180度，画出

个人、企业的无差异曲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Edgew orth

箱，如图 1 所示。

图 1  政府和个人、 企业无差异曲线的 Edgew orth箱

图中 L点为初始时政府和个人、企业对于国民收入分

配的起始点。在 L点上，政府和个人、企业是否都得到了最

大的满足？显然没有。如果由 L点移动到 W 点上，这时政

府和个人、企业都移动到了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双方的满

意程度都得到了提高。而且这时两条无差异曲线相切，表明

在这一点上，政府和个人、企业对待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

边际替代率相等。在这一点上的任何移动，都会影响双方的

满意程度。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有效交换”点。由于这

里仅讨论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问题，没有涉及国民收入

的创造问题，因此，这一点就是帕罗托有效的分配比例点，

即帕罗托有效的税率点。当把这个无差异曲线族中各个帕

罗托有效税率点平滑的连接起来，就得到了一条帕罗托有

效税制线。达到这样一种分配状态，可以说国民收入得到了

合理、有效的初次分配或再分配。

有效（最优）税收第一定理

应该指出的是，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将研究交换问题

的 Edgew orth箱运用到分析最佳税率的问题上，但是，在

分析交换问题时，由 L点移动到 W 点是通过自由交换实现

的，而在这里，由于相对于政府来说，个人和企业处于被动

的地位，分配的主动权在政府手里，因此，点的移动是通过

政府有意识地调整税制而实现的。那么，通过一种怎样的机

制，能够使这种有意识的调整将点正好移动到 W 点，而不

是低于 W 点或高于 W 点呢？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只要每一个交易者都追求各自效

用的最大满足，交易一定导致帕罗托有效的资源配置。交易

双方追求自身利益的改善，成为交易点向着帕罗托最优点

不断移动的动力。这其中价格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商品交换

的市场上，当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大于供给时，这种商品的价

格就会上升。反之，则会下降。这时，如果交易一方对这种

商品的需求仍然不变，则他的支付将超过他的预算约束，导

致交易无法实现。为维持和推进交易，以达到各自的满足，

双方自觉、不断调整各自的需求，同时，价格也不断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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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调整的方向，直至到达交易双方无差异曲线的相切点。

因为只有在相切点上，供需才是平衡的，其切点的斜率，就

是导致市场均衡的价格线，也就是说，交易双方的边际替代

率都等于价格之比。

如果说交换的帕罗托最优是由于价格因素作用结果，

那么税率的帕罗托最优就是一个特殊的“价格”因素——通

货膨胀率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政府方面来看，在通货膨胀时，政府增加税收，

减少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个人消费，限制企

业投资，减少对私人产品的需求。同时，减少财政支出，减

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达到压缩对社会总产品的需求，降低

通货膨胀率的目的。在通货紧缩时，政府减少税收，增加个

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促进个人消费，鼓励企业投资，增

加私人产品的需求。同时，增加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达到扩

大对社会总产品的需求，克服萧条的目的。

其次，从个人和企业方面来看，出现通货膨胀时，由于

恐慌心理和投资冲动，个人消费欲望加大，企业投资膨胀，

表现出对私人产品的需求增加。同时，由于担心进一步促使

物价上涨，降低实际生活水平和利润率，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则减少（主要反映在希望减少政府购买，不要对通货膨胀推

波助澜），不希望政府增加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在通货紧缩

的时候，由于即期和预期的收入减少，投资回报周期延长，

回报率下降，个人消费不振，企业投资低迷，表现在对私人

产品的需求下降。相反，却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如希望

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希望通过政府增加对公

共产品的供给，拉动需求，刺激生产恢复。同时，也希望政

府减少税收，以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

总之，从现象上看，在通货膨胀时，政府的愿望是增加

税收，但减少公共产品的供给，减少私人产品的需求；个人

和企业的愿望是不要增加税收，减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而

增加对私人产品的需求，最后总能找到一个均衡点。在通货

紧缩时，政府的愿望是减少税收，但增加对公共产品的供

给，增加对私人产品的需求；个人和企业的愿望是不增加税

收，同时减少对私人产品的需求，最终也能找到一个平衡

点。从实质上看，无论在通货膨胀还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

下，政府和个人、企业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尽管各自的愿

望有所差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国民生活

水平提高。因此，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一定能够找到帕罗

托有效的税率点。这一点就是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对公共

产品和私人产品无差异曲线切点的价格斜率。反过来说，只

要政府采取的税收政策，克服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家

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因通货膨胀或通货紧

缩受到影响，而且在稳步增长，个人、企业对政府的税收政

策也表示理解和合作，说明税率符合切点处价格线的斜率。

因此，这时的税收状态就应是帕罗托最优状态，其税收就是

有效税收，税率就是有效税率，不难理解，这个税率就是税

收的宏观税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关有效（最优）税

收的规律性结论，这里把其称为有效（最优）税收第一定理：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只要政府和私人部门都追

求各自效用的最大满足，则税收对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或再分配就一定是帕罗托最优的。

以上定理说的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政府只要保证

其每一个税收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保持国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个人和企业也都专心致

志地追求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无论政府还是个人、企

业都保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则资源的配置一定是有效的，

这种情况下的税收也一定是有效税收。

有效（最优）税收第二定理

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的初始收入是一定的，在这种情况

下，在政府和私人与企业的契约线上只有一个帕罗托最优

配置的市场均衡点。如图 2所示E点。那么能否通过对初始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得对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配置组

合达到市场均衡？回答是肯定的。图中E点是政府与私人和

企业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无差异曲线的相切点。下面分

析怎样通过调节宏观税率达到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市场

均衡。

初始条件：由于国民收入的初始量是政府与私人、企业

进行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分配的约束量，所以初始的分配

点必须满足约束量，假设在 L点。根据有效税收第一定理，

如果 L点由线 N N ′移动到线 N M 上，则在市场机制的作用

下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最终将在点 E 上达到均衡。

图 2  调节宏观税率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 Edgew orth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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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N N ′和线NM 是两个斜率不同的价格线，其斜率为

私人产品的价格与公共产品的价格之比。由于这里所指的

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是总量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所以

可以通过调节宏观税率来调节价格斜率从而把价格线N N′

移动到线 NM 上。

设 N 表示公共产品总量；M 表示私人产品总量；t表示

宏观税率；Q 表示国民收入总量。则价格斜率为：

由式（1）可知，当 t提高时，β下降，反之，t下降时，

β提高。这样就可以通过调整宏观税率调整价格斜率。在图

2中，价格线 N N ′的斜率小于 N M 的斜率，因此可以通过

减小宏观税率将价格线N N ′移动到与价格线线 N M 重合。

如果L点在价格线的下方，则可通过适当提高宏观税率把价

格线N N′移动到与价格线NM 重合。那么这时的宏观税率

应该是多少呢？

设M R Sg是政府部门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边际替

代率；M R Sp表示个人、企业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边际

替代率。根据有效税收第一定理：

则宏观税率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有关有效（最优）

税收的规律性结论，这里把其称为有效（最优）税收第二定

理：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如果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无

差异曲线都是凸形和平滑的，则当税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

再分配调整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需求）与私人投资（私人

产品的需求）的比例关系，则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达到资源

的有效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对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就一

定是帕罗托最优的。

上述定理是说，无论国民收入的初始状态如何，政府通

过税收手段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无偿地占有，用于公共产

品的生产即政府投资，而剩下的部分作为国民的可支配收

入用于私人产品的生产即私人投资。当政府调节税收占整

个国民收入的比例（宏观税率），使其等于政府和国民对公

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则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

用下，全社会的资源可以达到帕罗托有效配置。也就是说，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条件下，政府可以调整宏观税率，使

经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达到高效率运行，宏观税率水平就

是政府和国民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

有效税收的第一定理告诉我们，无论在通货膨胀还是

通货紧缩情况下，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正常发展，人民

生活能够稳步提高，那么，这个国家的税收就是有效的税

收，人们寻找的所谓最优税率就是此时的税率，它指出了判

断税收优劣的定性标准。有效税收的第二定理告诉我们，一

个国家的最优宏观税率应与该国政府与国民对公共产品和

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呈反的关系，即有效税收第二定理

指出了判断税收优劣的定量标准。

（作者为财政部关税 司司 长）

冬闲时节，山东省枣

庄市山亭区财政局、信用

社积极扶持农民利用当地

盛产的地瓜加工粉条、粉

皮创收，目前，全区有600

多名农民从事这一行业，

一个冬季下来可增加收入

900多万元。图为陡城村农

民周金志在晾晒粉条。

（李宗宪  孙 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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