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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均衡市场中的税收转嫁机制分析

税收的转嫁及归宿问题是联系到税收的经济原则的一 部分经济活动。在当前我国推进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 一 部分越来越发挥重要的宏观经济调节

作用。税制改革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取得许多重大突破，然而仍在建设与完善之中，当前充

分研究市场经济中税收转嫁机制，分析我国宏观税负转移的情况与影响，对于不断完善我国

税制建设和慎重采用税收杠杆都有重要意义。

一国的税收转嫁机制是由其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制约的。因而，如果考虑到局部的或总体

均衡的市场经济，税负转嫁的短期或长期效应，开放的或是封闭的经济环境，相关的政府税

收政策的变化效应，那么税收转嫁行为是极为复杂的。税收转嫁机制是指决定税收转嫁行为

的主要因素及税收转嫁中各要素间的本质关系。税收的转嫁与归宿包括纳税人将税负转移他

人，使其实际负担税收义务的全过程。经济流通中，税负由纳税人转移他人，称为转嫁。转

嫁可以前转与后转，税负经转嫁后，终于归诸于一 个人，谓之归宿。

一般而言，税收转嫁主要涉及流转税，而流转税目前是我国税制中的主体税种，税收收

入60％以上来自于流转税（包括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关税等），流转税转嫁对象最终

主要是消费者。随昔市场机制的运转，这一趋势亦将加强。税收转嫁将会对目前我国价格体

制、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产生影响；同时，税收归宿会引起社会分配和社会稳定的波动。故

面税收上重要的经济问题在于转嫁；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千归宿。

总体均衡市场中的税负转嫁必须考虑社会的全部行业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将是极为复杂

的，也很难进行量化分析。所谓局部均衡市场是指考虑针对一 个行业的税负转嫁时，假设其

它行业的价格与工资保持相对不变，该市场内部只有一 个行业的供给与需求的变化等条件因

素对税收转嫁发生的影响状况。本文尝试在此基础上采用比较静态学的考察均衡变化的方法

研究转嫁的机制。

一、完全竟争市场中的税收转嫁机制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是通过市场供给双方形成并由市场调节的。除少

数商品外，大部分行业及其商品属于或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本文采用啤酒的供求曲线来分

析。课税前，市场均衡点在供求曲线交叉点E。上，此时，均衡价格为1元，均衡数量为Q。。

假设政府对生产商课以10％的税，这意味着生产商如果要在税后获得每瓶1元，就必须

获得税前收入每瓶1.1元。由于生产商只关心税后实际收入，故生产商将按每瓶1.1元价格提

供与过去相同数量的啤酒，供给曲线将平行上移税额的距离。这样，市场均衡会发生变化，

新的均衡价格将上升，但不一定上升10分，本例中，价格上升5分，生产商实际收到价格仅有

0.95元。故而，尽管政府仅对生产商征税，但其中50％税负转嫁给消费者承担。上述分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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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均衡点由趴移至El， 形成新的供求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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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税收对价格与数量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税负向消费者转嫁的程度取决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相对倾斜度。在
两个极端的情况下， 价格上升10分， 因而税负100％转嫁给消费者。一个是当供给曲线完全
水平， 或者是当需求曲线完全垂直这两种情况。在另外两种情况下，价格保持不变，税负完
全由生产商负担， 一 个是供给曲线完全垂直， 或者需求曲线完全水平两种情况时，这样税负
无法转嫁给消费者。

1.供求弹性效应
上述分析亦显示，需求曲线愈陡，供给曲线愈平坦，税负越易转嫁给消费者；反之，需

求曲线愈平坦，供给曲线愈陡，税负越不易转嫁，只能由生产商负担。显然；这样描述税收
转嫁行为是略显抽象和不够理想的。通常描述经济学中的曲线的陡峭程度不适合用 “斜率”

而采用 “弹性” 概念。即采用需求弹性度量需求曲线的陡峭程度，公式表示：

需求弹性＝ 需求量变化百分比
价格变化百分比

因而，水平需求曲线称为完全弹性， 垂直需求曲线为零弹性（刚性）。同样， 用供给弹性度

蠹供给曲线的陡峭程度。公式表示：供给弹性＝ 供给量变化百分比
价格变化百分比

故而垂直供给曲线称为零弹性（刚性供给），水平供给曲线为完全弹性。从而税收转嫁有如
下规律：某商品需求弹性愈大，供给弹性愈小， 税收越易为生产商负担而不易转嫁，若其需
求弹性愈小，供给弹性愈大，税收越易转嫁而为消费者承担。

2.纳税主体变化的影响
前述只论及政府对生产商课税的情况，假如政府通过一 项税法，某项税收由消费者支付

税金， 即改对消费者课税， 消费者成为纳税主体。这相当千把价格改为税前价格，·消费税金
将作为附加的费用由需求者支付。两种征税方法会有什么不同呢？由于消费者并不关心他支
付的货币由谁获得， 只关心所购商品的全部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 不管采用哪种征税方
法， 消费者最终支付价格是一致的。这样， 消费者会意识到他们购买商品所花净费用与采用
哪种征税方法是无关的。

要理解这个税收问题， 最根本的 一点是要知道当向市场征税时，存在两个有膨响的价
格，需求者支付的价格和供给者得到的价格，这两个价格 －一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一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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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消费者课税后市扬冈徇伯 3 化

与图1相比较的图2反映了纳税主体变化的影响。对消费者征税意味着需求曲线下移课

税额幅度。即如果生产商接受p 1 = 0. 95元／瓶的价格，消费者须支付p I + t = 0, 95 + 0.1 = 

1.05元／瓶，需求数最是Q1,这种情况相当于对生产商征税时，税前生产商将接受P1+t=
1.05元／瓶的价格。从而全而比较图1和图2'其反映的税负转嫁行为具有一 致性。 故而，

政府对生产商课税和付消费者征税对局部市场均衡产生的影响是 一 致的。由于上述特性，事

实上税收不应被看作是对企业课征或者是对消费者课征，确切地说，税收是对企业和消费者

之间的交易行为课征的。一般说来，税收总会提高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降低企业得到的价

格，税收转嫁取决于需求双方的性质，即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而不受法定纳税主体变化的

影响。这一 点是税收转嫁机制中极为重要而又长期被忽视的 一 面。

3 �社会保障税转嫁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

社会保障税在我国几个呕要经济特区已经试点开征（如深圳、海南等地），对其斤征后

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具有谊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税的征税对象是劳动力商品，该商品

价格是劳动T心资。个业由于雇佣劳动力为其工作而支付职工工资，形成劳动力商品的交易。

故企业是该商品的消费者（需求者），而社会个人提供劳动服务形成劳动力商品的提供者（供

给者）。社会保障税的特殊性在于按照 一定的税率规定一 半税额由企业支付，另 一 半由职工

支付，从而在形式上构成两个法定纳税主体。

按照前述结论，不论社会保障是对企业课征，还是对职工课征，或者对两者各征 一 半

税额，其们没订本队区别，肉为税负转嫁是 一 致的。由谁真正负担税负取决于劳动力供需的

弹性。例如，就象通常发生的情况一 样，劳动力供给总是相对无弹性的（刚性供给），从而

不论税法上规定向谁课征社会保障税，实际上大部分税负转嫁给职工承担，如图3A所示。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供给曲线是背曲型的，如图3B所示，它一 方面反映了

劳动力供给的刚性特征，另 一 方面反映当工资上升超过一定水平时，劳动力供给数量反而呈

下降趋势。因为人们会作出决策， 一旦获取高工资处于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宁愿少工作，

邯闲暇替代效应。因而此时对劳动力征税将导致工资下降，且下降幅度大于征税额，这是由

于征税后，劳动工资下降，故而税收转嫁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复杂化了 9 总之，课征社会保障

税后，将降低劳动工资水平和降低就业水平 9

一 30-叩



量氧阶劳动nII烹也线

工贵
（汛 1”

釭惯）

｀［1［三厂”“”乓
I I \a”“” 

供给曹绞

如一lq0 齐讷＂量1

I责

古{ p`_＿一一一

灶曲给供n

 

讷名
／
 
I
1
 

浸税后开讷h胃京·�

叩1-�l ，讷介鲁I

A课征社合保目税价们荷安化

图3社会保障税杆败分析

B 白背型劳动力供给曲线奻应

.�---·

二、 完全垄断市场中的税收转嫁机制

如果某行业呈现完全垄断市场， 税收转嫁行为明显不同于前述。 垄断行业的局部均衡市
场特征表现为垄断商的供给性质， 由千其垄断了整个行业的生产与销售， 故可以按照 “ 边际
成本＝边际收入“ 原则来选择生产水平， 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这一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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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垄断市场课税后的书赌效应

图4揭示垄断商选择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入曲线相交的点对应横轴Q。作为产量水平。
面临市场约束的需求曲线找到相对应的价格凡， 课征税收后，被视为生产成本的增加， 故边
际成本曲线上移， 从而按照边际成本等千边际收入原则， 选择新的产量水平， 从而减少产量
到Q,， 增加价格到pl

完全竞争行业中课税后， 价格上涨的数量取决于供求弹性， 垄断行业则不同， 尽管其仍
取决于供求双方的特性， 但其决定机制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供给特性的独特性， 故而在垄断
行业的税负转嫁行为要复杂一 些。

一方面， 边际成本曲线愈陡，产量变化愈小则价格上涨愈小， 假如一 个完全垂直的边际
成本曲线， 将没有产量变化和价格变化， 税收由生产者承担。 如果价格上升没有引起供给上
升，则供应曲线（边际成本曲线）是完全垂直的 9 典型的例子是供给未开发土地， 或者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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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高油面，注个结用＇了竞争市场一致。

但是， 另一方面， 假如是水平边际成本曲线， 如图1所示。税负转嫁的程度取决于需求

曲线的形状。图4-A揭示线性需求曲线时， 价格上升仪是税额的一半，�即转嫁50％的税

负。图4-B揭示固定弹性需求曲线， 由于价格是边际收入的固定倍数， 故边际收入或边际

成本上升时，价格L:JI幅度史大， 因而此时， 税收转嫁程度将超过100％的课税额。

三、 结语

通过对凡部均衡市场中的税收转嫁机制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决定税收转嫁的主要因素是：（a）该项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特定性质；（b）所处市

场的性质或类型， 即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或垄断市场等。

红税负转嫁不受法定纳税主体变化的影响， 即对某商品的供给者课征或对其需求者课

征不影响税收转妫。

3. 如果对垄断商征税， 则税负可以超过100％轧嫁给消费打， 即消费廿最终支付的价

格上涨额将可能超过课税额。

综上所述， 尽管上述结论是在局部均衡市场的假设下得出的， 但是其税收转嫁机制的实

质仍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极为广泛的适用性， 正确运用税收转嫁机制对我国目前的税制改

革和市场经济中慎重采用税收杠杆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接第27页）

(29) (30) (31)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i占： 阶坟思想》，《毛泽东选饮》(1977年4月版）平开卷

第92贝一93贝、SO贝、91贞。

(32)毛泽东：《军委关」一 一九li.O扩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建住11
、
l米毛泽东文稿》

(198'［牛11月版）第－册笫185贝。

(33) (34) (35)毛泽j;： 《关］ “ 三反 ” “五反 ” 的斗争》，《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版）第

五卷第54yl、55门、56贝。

(38) (39)飞，f东： 《
＇
）

．
介取国货忖攻－， ＇，齐状况们违木汀午·加斗争》， 《毛汗长心仇》(1977年4月

版）究五卷第16 一 171'!、] ri--19贞。

(4'}） E．丫，： 《．中1 11 K村f付rJ会l．义言凇＞的按i,）1》、 《T：予飞也床》(19';7仆．4 I]版）序飞
．
花笥；

249 !h。

, ( i4 5_) (50) (G,t_) (61) (62) (63)毛译名：《论i·大入系》，《毛泽东选负》(1977年4月，收）

第五卷第274贞、 如 切）、 2 72页、Z75贝、277贞。

(46)或飞：《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软》(1977年4月版）第

冗卷勾；213节1。

(47) (58)飞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其》(1977年4月版）第

儿卷第361页。

(48)毛泽，货；《一个极甘心要的玫策）），《毛汗东选梨》(1991年6 f)版）第三卷第882贞。

(：：：6) （59) -E介东：《收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仗》< 1977年4月版）第五卷涫469页、470

页。

.- (60)毛泽东： 《沁须学会做经济工作》，《飞泽东选果》(1991年6月版）第勹卷第1017贞。

_.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