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现若课征中性税收AC=BD， 税后预符线内移空CD,无并异曲线相应平移下 11 211 。与CD

切于X点， 这时甲、 乙曲产品相对价格未变， 没有改变消费者对甲、 心树产品l
1

tJ选样， 只'it

消费最减少， 只发生收入效应；若征收非中性税收， 只对乙产品征祝BE, 则税前执红线由

AB绕A点旋转至AE, 无差异曲线与AE切于Y点，这时甲、 乙两产品相对价格发生了弯化，

乙产品相对价格提商， 从而改变了消费者在甲、 乙两产品之间的选择， 发生了替代效应。 当

然， 对Y点同时也发生了收入效应。 可见， 中性税收有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 而非中性税

收既有收入效应， 又有替代效应。

综上分析可见， 强调中性原则的西方国家， 不可排斥税收的杠杆作用， 反过来， 我国强

调税收的杠杅作用， 也不排除设有中性特点的税种。 税收的中性原则与杠杆作用兑全可以共

存于同 一经济运行机制之中， 过份强词 一者， 而绝对否定另 一者， 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是仙

俗的观点， 是不辩证地看待问题。

税收杠杆作用调节经济是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表现， 其积极作用应充分肯定。 但万事都

有一个 “度 ” 的把握问题。 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同样有 一 个 “度 ” 的问题。 不能把税收杠杆功

能凌驾于市场机制作用之上。 要摆正税收调节和市场机制的关系。 另 一方面， 税收中性原则

如果作为税制改革的 一 条准则而要求稀有资源自行配置， 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前提： 如果税收

不影响经济运行， 稀有资源的最优配置或至少一些有意义的暂时的结果能达到， 这些配隍的

结果一般会达到对所得和财富的正确分配的要求。 如果不能满足这个前提， 中性税收作为改

革的准则是无益于经济发展的。 相反， 这时税收的杠杆作用则会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气

总之， 从我国现实国情看， 应积极倡导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 但我们不应忽视税收中性

原则的研究， 更何况要求简化税制、 统 一税率、 公平税负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些都涵盖于中

性税收思想当中。 从发展角度看， 我们认为对税收杠杆作用与税收中性原则应作出抉抒： 在

市场机制所确定的经济环境内， 当税收杠杆作用千经济产生正效应时， 我们取杠杆作用舍中

性原则， 当税收杠杆作用于经济产生负效应时， 我们舍杠杆作用， 取中性原则。 只有这样，

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使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得到高效配悝， 国民收入和财货沈到公

平、 正义的最适分配状态， 促使经济持续、 稳定、 协调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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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财政系博士研究生杨君昌通过论文答辨

代校财收系搏上研究生杨甘晶副教代蚁．五已通
过J

，
论文答卅， 成为上泡巾第一位财政学i'中上。 多

句米， 杨扎＇1［作1灯1廿师、 找校财政系／，＼＇
J 克正

教授的抇导下， 认贞(vf允，HI探1」国家勹l.11 {j企业的
税收关系芍 － 一矛列财政晕本创城的庄婓课题。 在心

期间， 杨君吕还曾吹奂因进行了一年时间的学术访
问和考察研究。 杨判臼经过一年多时间刻苦钻研，
反复探索， 押写 j

，

题为«企寸V税制优化论》(20余

一］6 -

力字）的问士论文。 这篇论文， 经心之士1l|30余位
攷·l受、 学甘评审， 伏得J

．

好评。 了心飞们会工(f、
)'·.'l j人字邓尸基教授根拒多位谷州1;、员们；I'价，,.: l 
纳勺＇灯IF综合仕也见： “功底！旱、 方，卢灯、 1 I11-t、内
川、 理论联衮实压、 右},「多创见。”]H.. l抖fi"il亿
丁作1!

＇

j闺校长汤云为教授出席］”了了t. i今 。

（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