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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税制中，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归宿问题是生产要素课税体系税负归宿研
究中的重点。 文章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Logit统计回归方法，从不同的社会学变量
角度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弹性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对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总体以及社
会学归宿状况加以阐述，以期为相应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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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要素课税体系的税负归宿研究中，个人所得税无疑是关注的重点。

尽管纯粹的理论演绎能够建立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但是要想说明所得课税

在具体经济环境中的实际归宿状况以及影响，则是十分困难的，必须借助于一
定的实证分析手段。 因此，本文主要以抽样调查问卷结果为基础，通过对劳动

力供给影响的经验实证分析，来测度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所得税税负归

宿的分布情况。

一、个人所得税与劳动力供给的实证分析途径

目前，西方财政学界主要采取两种方法来进行相关的经验实证研究。

第一种方式是调查问卷。 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劳动者对增加个人所得税的
反应。 George F. Break(l957)曾于1956年对英国的306名律师和会计进行

过相关的问卷调查。 在被访者中有40％的人认为所得税已经或将会对他们

的工作产生影响，但是正向和负向的效应差不多彼此抵消。 惟一对税收在工
作激励方面的影响进行大范围研究的是C. V. Brown和E. Levin0974)。 他

们将2 068名每周付薪的工人作为研究范围以调查所得税是否会影响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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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工作的时间。 核心问题是：个人所得税使你加班加点多干活还是少干活，或
者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其中大多数工人（约占74%）认为税收对加班
时间没有影响，在回答有影响的工人中15％左右的工人认为自己的工作量增
加了，11％的人认为征税后自己的工作量减少了。 其中认为由于税收将工作

更长时间的男性人数超过要减少工作时间的男性人数；而对于女性而言，认为

将减少工作时间的人数较多。 这一统计结果表明，税收对劳动投入的影响并

不显著。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有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调查。 他
们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即所得税对劳动努力程度的不利影响
是轻微的，总体上甚至有提高劳动努力程度（即收入效应）的倾向气

一些研究也试图通过问卷的方式来研究专业性和管理性的雇员如何对高

税率作出反应。 调查结果显示，高收人的雇员对于实际收入的下降并不满意，
并且感觉到税收体系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但是他们的工作行为并没有明显改
变。 根据他们的反应，高层管理者没有改变其工作时间和努力程度，同时其转
换工作的倾向和对到海外工作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气

美国学者所做的另外一种关于税收政策如何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的研
究，是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所进行的负所得税方面的实践结

果为基础的。 这些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负所得税将减少劳动供给，但是只对
于辅助性的家庭收入者（例如妇女和孩子）而言是显著的；对于家庭中的主要
收入者而言则是相对比较小的。 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涉及到正所得税对工
作激励方面的影响，因为实验的样本被限制于贫困或接近贫困状态的群体气

除了调查问卷之外，另一种研究方式是经济计量研究，即从公布的统计资

料中研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劳动投入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森(1975)

对美国劳动供给弹性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证明劳动供给弹性为负的，说明征
收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具有收入效应。 这一结果在其他学者如英国经济
学家布雷克(1953汃凯恩·瓦茨和布朗(1978)的研究中得到了发展证实气
因为有研究表明，对于英国的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纳税人来说，当边际税率超过

40％时，以闲暇来替代工作的倾向性会十分明显。 但是这种倾向是通过减少

工作时间还是降低工作的努力程度来实现，则很难确定。 英国的经济学家试
图通过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确定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但是取得的进展也
很有限。

二、本文分析方法选择及调查对象说明

我国长期以来对劳动力供给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在计划经济时期，

劳动力供给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分配的，个人并不能自主选择就业。 而且在
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也很少会由于收入等经济方面的因素出现工作变动或重
新选择。 更为奇怪的是，在很多领域，这种就业固定不变的状态甚至超越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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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范围，而涉及到两代、三代或者更多。 显然，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的劳动力

供给弹性只能是一条畸形的直线，已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 也正

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使得我国的统计体系中有关劳动力供给的信息 一直处

于缺失的状态。 甚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一状况也没有出现

显著的改善，即便对一些相关统计口径的确定也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会给我们关于劳动力供给弹性的计量分析造成难以逾越的困难。 因此，我

们必须借助于另外一条研究途径，即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从市场经济建立

至今，尽管统计体系方面是滞后的，但是劳动者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主体，在脱

离了制度束缚之后，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反应却是十分敏感的，他们会及时地调

整自己的行为。 我们的假设前提是，至少在进行个人决策时，本研究中被调查

的劳动者已经基本可以按照
“

经济人
”

的行为模式进行理性抉择。 这一假设条

件的基本认定也为问卷调查结论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本次问卷调查所选取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处于各种收入水平的工薪阶层，

并不包括企业经营者等
“

富人阶层
“

和困难受助群体。 这样处理主要基于两方

面考虑：首先，由于存在着
“

收入隐性化
”

的政策湍损，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在
“

富人阶层
＂

呈现严重的失效状况，甚至根本难以触及。 对于这些问题，通过

问卷调查难以进行真实反映；其次，对千社会困难受助群体而言，其收入来源

很少，大多处在个人所得税法定起征点以下，或者主要依靠社会保障体系，个

入所得税制度并没有覆盖到这一群体，而以间卷为基础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

是针对个人所得税制的现有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550份，收到的有效答卷为527份，有效回收率

达到95.8%。 调查范围涉及上海、北京、深圳、南京、西安、兰州等城市。 调查

对象所属企业基本涵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各重

要企业性质范畴。 调查对象的年龄跨度包括从30岁以下到50岁以上的各个

年龄段，而现有工资水平也从1 500元以下至5 000元以上不等。 如前所述，本

次涸查问卷试图通过具有不同社会学特征的工薪阶层劳动者对于个人所得税

增加所作出的反应，来说明对各个群体针对个人所得税与劳动供给问题所呈

现出的不同特征，以此反映劳动力供给弹性的现状，并且从这个侧面对我国个

人所得税的税负状况加以描述。

三、统计结论的总体描述

回收间卷涸查结果的综合统计如表］所示。 从表l中可以看到，就总体

而言，个人所得税提高对被调查者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已经呈现

出一定差异。 当被问及
“

如果您目前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提高的话，您会作何

反应
”

时，有约56％的被调查者认为
“

不管怎样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目前的

工作状况
＂

。 也就是说，其劳动供给量并不会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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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讲，个人所得税的提高相当于降低了劳动供给者所能够得到的劳动力

价格）而出现任何变化。 对于这部分劳动者而言，劳动力供给弹性是非常小的

（可以说近似为零），无疑将承担几乎全部的个人所得税税负。

表1 问卷结果综合统计

结论

l．不管怎样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目前
的工作状况

2．如果这种提高超过某个限度，我将缩
短工作时间或降低工作努力程度

3.“只要一提高，我将马上缩短工作时
间或者降低工作的努力程度”

合计

总体统计结果

人数： 293 
比例： 55. 6%

总计 (20% 30% 40% 50%) 

人数： 187 114 36 21 
比例： 35. 5% 21. 6% 6. 8% 4. 1% 

人数： 47 
比例： 8. 9% 

人数： 527 
比例： 100. 0% 

16 
3% 

注：其中比例均为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

然而，另外一个现象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约有44％的被调查者

中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中认为
“

只要一提高，我将马上缩短工作时间（例如，

去休闲度假）或者降低工作的努力程度（例如，工作效率低下）
”

的占到9%，显

然，这部分劳动力所表现出的供给弹性很大。 当个人所得税一出现提高时，他

们会立即通过减少劳动供给来对税负进行转嫁和规避。 而另外35％的被调

查者认为
“

如果这种提高在一定幅度之内的话，将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状态，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限度，我将缩短工作时间或降低工作努力程度
”

，其中，当被

问及
“

如果用个人所得税在税前工资总收人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提高幅度

的话，你所能够接受的比例
”

时．其中61％的人认为不应超过20%,19.3％的

人认为不应超过30%,11. 2％的人认为不应超过40%,8.5％的人认为不应超

过50%。 显然，由于所能承受 限度的不同，这一群体的劳动力供给表现为在

不同区间部分具有弹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所能够接

受的个人所得税提高幅度并不大，认为不应超过20％的人占到大多数。 可以

说，其总体行为模式更加倾向于充分具有弹性的群体，从而可以在相应的区间

内通过劳动力供给变化进行部分税负转嫁。

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劳动力状况与长期由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习

惯性判断相比，已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 通常在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替

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行分析的时候，绝大多数观点倾向于认定替代效应远远

小 于收入效应的结论。 所持的主要理由是：我国入口众多，长期处于劳动力过

剩的阶段，劳动者对工作与闲暇的选择空间相对狭窄，因此，个人所得税对劳

动供给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很小。 加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明

显偏低，使得我国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十分显著。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的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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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所得税税负归宿则完全由劳动者承担。然而，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情况并

不尽然。对千一部分劳动力群体而言，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 他们会通过对

其劳动力供给的调整来减少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税负。 尽管他们在被调查者中

所占到的比重仍偏小，但是如果仅因比重之差，就简单地概之以整体判断，显
然将有可能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 因此，进行更为深入的计量与社会学分析
十分必要。

四、Logit回归及结论

本次调查问卷的数学统计特点是，各项涉及到影响因素的问题均采用分

类描述的方法，而因变量，即 “ 面对个人所得税提高，劳动力供给所作出的反
应”的调查结论也是具有非连续的判断型特征。 我们知道，在多元线性回归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因变量必须为呈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 显

然传统回归方法对于这种判断选择型的调查分析并不适用。 因此，要对各个

影响变量进行整体描述，必须考虑采用适用相同特点回归分析的逻辑斯谛
(Logit)回归方法。Logit回归是用于估计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归模型，采

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

Pj = F(Z;) = F(a+ �b;Xv) = l+exp(-Z,） ＝ 1+exp[—(a+2江）］

所拟合的回归方程表达式为：In[Pj /(1 — Pi) ]=a+ �b;X,i 

其中，E是在条件 X;i = CX1j,X勾 ，x句，……，Xmi)下，某事件发生的概率，

1-P是事件不发生的概率。 其中，i=l,2,3,…… ,m,m是自变量的个数，a

是截距，b是斜率，二者皆为待估参数。

通过推导，可得：

exp[a + �b;XvJ 
Pj= 

l+exp[a+ �b;X』

该模型的适用条件是因变量取值为0或1，而自变量既可以是连续变量，

也可以是分类变量。 它的特点在于可以利用各种因变量条件来预测得到某种

特定结论的可能性。 而这种结论通常是由
“

是”或“
否"、“有 ”或

“无” 等二元变

量来进行描述的。而通过多次迭代最终进入方程表达式的因变量，将是与结

论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影响因素。 就本次调查问卷的分析而言，我们进行Logit
回归分析的目的在于说明，在对劳动供给是否具有弹性作出结论的过程中，调

查问卷所涉及到的社会学分类指标中哪些因索会对此产生影响。

首先，应当将因变量的表述形式进行适当变换，根据本调查中三项选择结
论的特点，可以将选择l视做“

无弹性＂，赋值为0；而选择2与选择 3进行合

并，视做“有弹性＂ ，赋值为1。 如前所述，问卷调查结论的总体分析问卷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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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上支持了这种处理方法。 采用上述处理方法的目的在千将我们的因变量

具有二值变量的形式，从而为Logit回归模型的采用创造条件。 当然，这种简

化归并只是为了数学处理上的要求，具体情况将在后面不同社会学角度的分

析中分别作出说明。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得到相关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表达式中的数量迭代选择

B S. E. 

步骤 年龄 0. 789 0. 102
1a Constant -1. 383 0. 218

步骤 企业性质 —0.331 0.093
2b 年龄 0. 757 0. 104 

Constant -0. 748 0. 277

步骤 企业性质 -0.317 0.093 
3c 性别 -0. 559 0. 209

年龄 0. 787 0. 105
Constant -0. 093 -0. 366 

步骤 企业性质 —0. 323 0.096 
4d 性别 -0. 646 0. 212

年龄 0. 845 0. 108

工资 -0. 255 0.090
Constant 0. 629 0. 447 

a．步骤 1 的进入变量：年龄；

b．步骤 2 的进入变量 1 ：企业性质；

C. 步骤 3 的进入变量 1 ：性别；

d. 步骤 4 的进入变量 1 ：工资。

Wald df 
61. 255 ］ 

40.056 1 
12. 719 1 
53. 171 1 
7. 279 1 

11. 624 1 
7. 190 1 

56. 208 1 
0. 064 1 

11. 439 1 
9. 288 1 

60.929 1 
8.004 1 
1. 980 1 

Sig. 

0.000 
0. 000
0. 000
0. 000
0.007 
0. 001 
0.007 
0.000
0. 800 
0. 001 
0.002 
0.000 
0. 005 
0. 059 

由上式可得，关于劳动力供给弹性的Logit回归方程为：

exp(O. 629 —0. 323X1
—0. 646X2 +o. 845X3 -0. 255Xi) 

Exp(B) 

2. 221 
0. 251
o. 718
2. 132
0.473
0. 728 
0. 572
2. 196
0. 911
0. 724
0. 524
2. 329
0. 775
1. 876

P= 
1 +exp(O. 629 —0. 323X1 —0. 646X2 +o. 845X3 -0. 255Xi) 

其中，变量 X1,X2,X3，凡分别代表企业性质、性别、年龄和工资。

通过Logit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经过四次迭代，调查问卷中最终进入回归

方程的因变量依次为企业性质、性别、年龄和工资，同时可以估计出相应的截

距。t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固定常数略差之外，其余各变量相关系数均具有较

高的显著性水平。 而职位、纳税情况以及所处地区等社会学因素并未进入回

归方程，因此，其对劳动力供给弹性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下面我

们将就上述进入回归方程的劳动力供给影响变量分别加以分析，并从社会学

角度进行结构性说明。

五、个人所得税税负归宿的社会学分析

（ 一 ）企业性质

从被调查者所属的企业性质来看，如果大致按照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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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分类，在个人所得税提高的条件下，不同企业性质的

从业者其劳动力供给弹性表现出增强的趋势。 在被调查的国有企业从业者

中，有63 .6 ％选择l，远高于其他性质的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次之，该项比例

为44 .44 %；外资企业的被调查者该比例为34.8%；而私营企业最低，仅为

27%。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弹性与通常所称的企业稳定性是相互影响的。

当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时，劳动者更关心的是其所从事工作的稳定程度、社会

福利状况及其他因素。 私营企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无疑属于较为薄弱的，因此，

一旦劳动力价格（报酬）因个人所得税提高而受到影响，在私营企业从业的劳动

者大多会重新选择，从而对相应的所得税税负进行转嫁或规避。 而国有企业与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保障及福利相对比较成熟，出于这一因素的考虑会在很 大程

度上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对所得税引起要素价格变动的反映。 由此可见，当个人

所得税提高时，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对于所得税税负承担的份额较大。

（二）性别

在社会学研究视角中，性别往往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范畴。 长期以来，在经

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会在很多方

面表现出差异。 尽管男女同工同酬作为 一项根本性制度已经在现代经济社会

得以实现，然而，仅就本次调查而言，仍然可以洞察到不同性别劳动者之间的

差异。 在全部被调查者中，有58.8％的男性(211人）其劳动力供给将不因个

入所得税而发生任何变化的，而符合这一结论的女性(82人）只占到女性被调

查者的48.8%。 相应地，有41. 2％的男性和51. 2％的女性被调查者当个人

所得税提高时，劳动力供给部分具有弹性或完全具有弹性（选择结论 2和结论

3)。 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

或许可以从现代社会结构中窥见端倪，尽管同工同酬，但是由于社会传统

等缘故，男性仍然比女性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尤其是在经济方

面。 因此，在做出改变劳动力供给的相关决策时，男性显得更为谨慎保守，从

而承担了更大份额的所得税税负。 而女性由千并不需要承担家庭经济支柱的

责任，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更大，其劳动力供给也便对个人所得税的提高更为

敏感，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来降低税负的比例更高。 在这一点上，国外一些其

他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现象。 他们认为在大多数时候，女性仅作为

家庭中的辅助收入来源，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劳动力供给弹性的性别差异。

应当注意到的是，就调查结果而言，尽管不同性别之间存在上述差异，但这种

差异从绝对数量上看并不十分悬殊。

（三）年龄

对于关于劳动力供给的研究而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

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处于不同的位置，这是由劳动力供给

的有限时间性所决定的。 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年龄对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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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从分析结果中不难看到，处于各年龄阶段的被调查者对

个人所得税的变化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反应。 在劳动力供给不会因所得税提高

出现任何变化的被调查者中：年龄小于 30岁的有81人，占到同年龄总人数的

41. 8%；年龄处于 30岁到40岁之间的有68人，占到同年龄总人数的43%;

年龄处于40岁到 50岁之间的有87人，占到同年龄总人数的 77%；而年龄大

千50岁的有57人，占到同年龄总人数的 91. 9%。 可以看到，劳动力供给弹

性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的明显趋势。 在年龄小于40岁的组别中，劳

动力供给部分或完全具有弹性（选择结论2和 结论3)的超过半数；而在40岁

以上的年龄段中，绝大多数劳动提供者所反映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接近千零，

在 50岁以上年龄段的6 2人中，仅有 3人选择2,2人选择3。

作为工薪阶层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是以40岁作为分界点），劳动

力供给的竞争力在要素市场上呈现出趋弱的态势，对职业岗位等进行再选择

的空间也逐渐缩小，而且相应的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家庭负担也日趋沉重。
因此，当因个人所得税提高而使得劳动力价格下降时，各年龄段的被调查者会
做出上述差异性的反映。 就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归宿而言，则倾向于主要由年

龄在40岁以上的工薪群体承担，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明显弱于年龄在
30岁到4 0岁以及 30岁以下的劳动者。

（四）工资水平

收入水平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征税依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就我国
目前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结构来说，也是以 个人收入所处的不同级次来进行

划分的。 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选择为工薪阶层，可以认为其所得主要来源于

工薪收入。 为了降低关于个人收入问题的敏感性，我们将收入档次进行了比

较宽泛的划分（如图1所示）。

从这一统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在选择l的被调查者中，工资水平的分布并
不是单调线性变化的。 在月工资低于1 500元、月工资在1 500�2 999元之间
以及月工资高千5 000元的各收入组别中，选择l的人数比例分别占到相应工
资群体总人数的43.8%、46. 7％和32. 3%，然而，月均工资处于3 000�5 000 

元的收入组别中，该比例高达82. 1%，远远超过其他组别。 与之相反的是，在

月工资高于5 000元的最高收入组别中，劳动力供给表现出部分或完全具有弹

性的比例接近70%。 由 此可见，月均工资处于3 000�5 000元的中等（偏上）

收入群体，其劳动力供给较其他组别明显地缺乏弹性。 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

我们的关注，因为这表明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归宿将主要分布在该收入群体。

通过图1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这一趋势：

首先，就最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往往在工作与闲暇之间具有较大的选择

余地，因此，尤其是在当个人所得税的提高超过工资的一定比例时，其劳动力
供给会表现出较强的弹性。 其次，对于收入较低的群体而言，其中有不少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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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劳动力供给弹性与工资水平分布

庭中仅充当辅助收入者，或者说，由于收入绝对数额较小，使得他们在放弃工

作选择闲暇时的成本也要小得多（而且这一群体大多比较年轻，并没有太多的

家庭负担），其劳动力供给反倒呈现出一定的弹性，从图1可以看到，个人所得

税一旦提高，在月工资低于 1 500元和月工资在1 500~2 999元之间的两个收

入组别中分别有14. 6％和18. 3％的人甚至会立即做出减少劳动供给的反应。

而月收入处于3 000~5 000元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则需要面对更多的约束

条件。 一方面，他们缺少最高收入组别那样比较丰厚的物质保障和选择空间；

另一方面，他们 选择闲暇所要承担的成本并不低。 此外，这一收入组别大多人

处中年，家庭支出也成为其机会成本的重要部分。 在诸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下，这一收入群体的劳动力供给呈现出了相对最小的弹性，从而也将不得不成

为这部分个人所得税税负归宿的主体。 财政部科研所在
“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

状况及财税调节政策
”

的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应当对于3 000~5 000元这一

区间的居民收入采取低税率政策，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结论。

通过上述基于调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供给并不是完全缺

乏弹性的。 从社会学角度看，国有企业劳动者相对承担较高的税负份额；而女

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从而承担较 轻的税负；从年龄结构

看，归宿主体倾向于由年龄在40岁以上的工薪群体承担，这一年龄群体的劳

动力供给弹性明显弱于年龄在30岁到40岁以及30岁以下的劳动者；从工资

水平看， 月均工资处于3 000~5 000元的工薪收入群体在个人所得税税负归

宿中承担的份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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