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鉴最优税制理论改革与优化我国的税制

胡 怡 建

公平和效率是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任何经济问题最终不可能不涉及公平

和效率的目标或准则。 公平和效率也是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作为政策目标或

行为准则两者本身就难以协调， 实行公平往往有损于效率， 提高效率往往不利于 公 平 。 因

此， 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也就成为现代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最优税制
理论就是从税收分配角度探索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政策目标的途径， 使得税收既有利于实现

收入的公正分配， 又不损害或最小损害资源的有效配置， 或者既有利于实现资源有效配觉，

又不损害或最小损害收入的公正分配。

一、 最优税制的要求

公平和效率是税收分配所需要实现的两个主要政策目标， 也是衡盘评价税收优劣的基本

准则， 而最优税制就是要求能同时实现这两个政策目标。
（ 一 ）税收的效率准则。

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般运用帕累托最优条件进行判断， 如果经济资源

的配置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没有任何一种资源重新配置能使某入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

境况变坏， 那么这种资源配翌状态就是最优状态。 否则的话， 都可以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

使某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 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

状态。 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需要同时满足一系列条件： 第一， 对于所有消费者而言， 任意两

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第二， 对千所有生产者而言， 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转换率相等；

第三， 对于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 任意两种商品在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该两种商

品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

既然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 合理配置， 那么税收效率准则就要求通过税收分配使得

经济资源得到更加有效、 合理的配置。 税收效率可以同时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 从消极方面考察， 要求税收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害极小化。 经济最有效率的状态

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而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 同时又没有外部因素影响

悄况下才能实现， 任何其他市场模式都不可能达到这种最优状态。 然而， 在完全 竞 争 市 场

上， 当经济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时， 任何资源重新配置都可能有损于经济效率， 从而改变资

源配置的最优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税收分配是必要的， 那么税收分配所可能达到的

是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害极小化。 第二， 从积极方面考察， 要求税收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

提高极大化。 由于在完全竞争市场， 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情况下， 才有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状态，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任何其他非完全竞争市场， 或存在外部因素悄况下都不可能实现帕

累托最优状况， 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可能提高经济效率。 在这种悄况下要求通过税收分配

来改变资源配置， 使经济资源得到更加有效合理的配置。
（二）税收的公平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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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是指公芷收入分配， 也就是收入和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均等分配。 然而， 市场经济

的分配过程是依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个人对自己的房动成果拥有天赋权利的

准则进行的。 因此， 按劳动能力取得工资报酬、 按贡本的贡献取得利润的这种分配原则被认

为是合理的。 但是， 市场决定的分配又是不公平的： 第一， 由于市场是按劳动能力来决定个

人的劳动报酬， 而个人之间的劳动能力存在先天性的差异， 或由千竞争机会不均等而造成后

天性差异， 这就导致了个人劳动报酬的不公正分配。 第二， 由于市场是按资本来决定个人的

利润所得， 而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 只有少数人拥有资本， 取得分享利润的权利， 这种资本

往往又同财产的继承、员曾与发生联系， 从而导致 ．r个人非劳动所得的不公正分配。 第三， 由

于不完全竞争、 以及垄断存在而形成的垄断利润， 进一 步导致了收入的不公正分配。 市场机

制的缺陷造成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 影响社会经济秩序， 并进一步影响社会政治秩序，

需要由政府通过收入的再分配， 来纠正市场分配缺陷， 改善不公平分配状况。

既然公平分配是指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均等化， 税收的公平准则就要求通过税收分配来缩

小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而来改善分配的公平状况。 公平税收是按能力原则来承担政府税

负， 拥有相同能力的人必须教纳相同的税收， 这样体现f横向公平， 而拥有不同能力的人必

须墩纳不同的税收， 这样体现了纵向公平。 无论是纵向公平或横向公平都要求有一种能对呐

税能力进行衡横的数屈标准， 可选择的具有外部特征的指标有收入、 消费或财富， 但从操作

上的可行性或公平分配所安达到的目标看， 把收入作为衡炽呐税能力的标准是更加合适的。

（三）公平与纹率的矛盾和协词。

公平和效率是税收分配所要实现的两个主要政策目标， 衡罹评价税收的优劣也就要求同

时考虑公平准则和效率准则两方面的要求， 而公平准则和效率准则作为同一对象的衡蜇标准

是有矛盾的： 第一， 依据效率准则，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模式， 达到资源有

效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耍求税收对完全竞争市场最少干预， 从而使效率损失极小化。 而

依据公平准则， 即使完全竞争市场也存在缺陷， 从而使得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 要求通过税

收调节来改善收入分配的公平状况。 第二， 依据公平准则， 艾求用收入为衡晕纳税能力的标

准， 按能力大小承担政府税负， 收入高纳税能力大的要比收入低羽税能力小的承担更多的税

负。 而依据效率准则， 如果按能力承担税负， 既损害高收入者的效率， 又不利千提高低收入

者的效率。 由于公平和效率是税收分配的两个主要政策目标， 而目标的矛盾冲突又不可能同

时实现， 因此， 需要在税收的公平和效率之间得到最佳权衡， 以尽可能小的不公平换取尽可

能高的效率， 或以尽可能小的效率损失换取尽可能大的公平。

二、 娱优税制的设计

最优税制的设计是依据最优税收的理论， 进一步从税种的配置和税率的结构上使得税收

的公平和效率目标得到最佳权衡。

（一）最优商品税。

1。 从效率准则考虑。 对商品征税所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资源配置， 因此， 最优商品税

首先需要考虑税收的效率准则。 在完全竞争市场， 又没有外部因素影响情况下， 如果选择对

全部商品征税， 并对全部商品设计相同税率， 既可以取得所要求的税收收入， 又能使得效率

损失极小化。 相反， 如果仅选择部分商品征税， 或设计不同税率， 都会导致效率的进一步损

失。这主要是出于在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已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要求税收保持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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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干予经济， 才能使得效率扣失彶小化， 而对全部商品设计相同税率的税收实际上是一 种

中性税收。 但是如果经济处于不完全竞争， 或者存在外部因索怕说下， 需要选抒对郘分商品
征税， 或者采取差别税率， 才有可能提尚资扼配置效率。 例如对产生外部成本的产品征税，
或者税率高于那些没有产生外部成本的产品， 从而会导致福利损失极小化， 提高经济效率。

如果对产生外部效益的产品征收负税收（补贴）， 或者税率低于那些没有产生外部效益的产

品， 使负税收准确反映外部效益， 从而导致福利极大化， 提高经济效率。 在完全竞争市场，
耍使得效率仅失极小化， 最好的办法是对全部商品按相同税率征税。 如果必须对部分商品征
税， 或按差别税率征税， 最好选择弹性最小的商品征税。

2. 从公平准则考虑。 对商品征税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因此， 最佳商品税不仅要

考虑税收的效率原则， 也要考虑税收的公平准则， 从公平准则考虑， 最佳商品税应选抒对部

分商品征税， 使税率同商品需求弹性成正相关。 如果选择对部分非生活必需品征税， 而对生
活必需品免征商品税， 可以使商品税由收入水平比较高的阶层负担， 从而达到缩小收 入差

异， 改善分配目的。

3. 最优商品税。 从效率准则考虑， 要求对全部商品征税， 采取相同的比较税率， 如果

必须选择部分商品征税， 采取差别比例税率， 最好选择弹性小的商品征税， 并使税率同商品
需求弹性成负相关， 从而使效率损失极小化。 从公平准则考虑， 要求选择部分弹性大的商品
征税， 并使税率同商品需求弹性成正相关， 从而促使公平分配。 最住商品税需要在公平和效
率目标之间作出最佳权衡。 由于商品税首先涉及资源配置间题， 其次才是公平分配的问题，

而且商品税对资源配置影响较大， 对公平分配影响较小， 所以最佳商品税的原则应是在效率

的基础上兼顾公平。 对大部分商品按统一税率征收， 少效商品按差别税率调节。
（二）最优所得税。

1. 从公平准则考虑。 对所得征税首先涉及的是收入分配， 因此， 砐优所得税需要优先
考虑税收的公平准则。 根据纵向公平原则， 使所得税税率随收入而递增， 通过税收改变分配

状态， 实现公平目标。 这种税率的累进程度越大， 税收所能发挥的公平分配效果就越强烈。

2. 从效率准则考虑。 对所得征税也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因此， 最优所得税也需要
考虑效率准则。 从效率准则考虑，最优所得税应减少税率累进程度，降低边际税率。 这玉要是
由于累进税率较之比例税率对劳动力供给、 储蓄和投资所产生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 对劳动

者个入收入征税， 会同时产生收入效应的替代效应。 其中， 收入效应是指征收所得税后， 由

于个人收入减少， 从而导致减少闲暇， 增加工作的激励效果。 替代效应是指征收所得税后，
由千个人收入减少， 从而导玫增加闲暇， 减少工作的反激励效果。 对个人储蓄或投资收益征
税， 也会同时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其中， 收入效应是指征收所得税所产生的减少个人
投资或储蓄收益， 从而导致减少消费， 增加储蓄或投资的激励效果。 替代效应是指征收所得
税所产生的减少个人投资或储蓄收益， 从而导致增加消费、 减少储蓄或投资的反激励效果。

对个人收入、 投资或储蓿征税最终是净收入效应还是净替代效应要视劳动力供给、 投资 或
储蓄的具体情况， 但累进所得税较之比例所得税， 累进程度较大的所得税较之累进程度较小

的所得税具有更大的替代效应是可以确定的。 因此， 减少所得税累进程度、 降低边际税率，
有利千减少所得税的替代效应， 减少效率损失。

3. 最优所得税。 从公平准则考虑， 要求实行累进所得税， 增加累进程度， 提高边际税

率从而使所得税改善公平分配状况。 从效率准则考虑， 要求减少累进程度，降低边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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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减少效率损失。 最优所得税也要在公平和效率目标之间作出最佳权衡。 由于所得税首先

涉及收入分配问题， 其次才是资源配狸问题， 而且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影响较大， 对资源配置

影响较小， 所以最优所得税的原则应是在公平基础上兼顾效率。 比较有效的政策措施应是实

行累进所得税， 但减少累进程度、降低边际税率， 从而使所得税既有利千改善公 平 分配状

况，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效率损失。

三、 最优税制的借鉴

最优税制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由于私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 发达

国家同落后国家、 市场调节同计划调节的经济基础不同， 因此， 最优税制理论不可能现成地

为我国所用。 但是， 最优税制理论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税制设计的一般规律总结， 对千我国

税收政策目标的权衡和选择， 对千我国税制的改革和优化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一 ）借鉴最优税制理论来最佳权衡我国税收政策目标。

最优税制理论的核心是最佳权衡税收政策目标， 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 的 公正分

配， 或以最小的公平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率， 这对于处理或权衡我国税收政策目标有一定借鉴

意义。 我国现阶段的税收除了财政收入的基本职能以外，在经济调节方面大致可以归纳为以

下三方面的政策目标： 第一， 效率目标。 在计划价格前提下， 通过税收和价格配合， 来弥补

计划价格缺陷， 实现供求平衡。 通过对资源征税；提高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 通过对企业生

产、 流转过程征税， 以税挤利使企业税后留有适度利润、 促使企业加强核算、 改善经营管

理、 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 公平目标。 通过对企业收益征税， 减少企业级差收入， 促使企业

间公平竞争。 通过对个人收入征税， 缩小个人收入差距， 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三， 稳 定 目

标。 通过对企业奖金、 工资和基本建设投资征税， 引导企业资金合理流向，控制投资、 消费

规模， 缓解国民收入超分配， 实现经济稳定。 我国税收政策目标在目标内涵和实现途径方面

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并不完全相同， 但由于我国税收调节实行多目标管理， 目标之间冲突就

不可避免， 提高税收的效率有损千公平分配的实现， 公平收入分配也会影响效率。 同时， 效

率同稳定、 公平同稳定之间的目标也会发生冲突。 这也需要根据不同经济悄况， 在税收的效

率、公平和稳定目标之间权衡决策。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最优税制的权衡从总体上看应是

优先考虑税收效率、 在效率基础上兼顾公平、 在效率公平前提下考虑税收稳定。 这是由我国

经济运行中比咬突出的问题是企业经济效率不高、 资源浪费比较严重， 但公有制条件下的公

平问题还不视突出， 而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的宏观管理主要运用计划指导， 经济手段是为实

现计划目标服务的这样一种经济特点所决定。 同时， 我们也要根据不同税收特点和不同经济

悄况作出相应选择。

（二）借鉴最优税制方法来改革优化我国现行税制。

我国现行税制是以商品流转税和收益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两类税占税 收 收 入 的

90％以上。 经过80年代税制改革， 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税制框式体系已经初步形

成， 但税制的内部结构， 特别是大类税收的内部结构仍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因此， 借

鉴最优税制的思想方法来改革优化我国现行税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改革优化我国的流转税制。 流转税是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 占我国税收的60%

左右， 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现行流转税具有征收范围广、 纳税环节多、 按收入

全额征收、税率高、差别比例幅度大的税收特征，这同最优商品税依据效率基础上兼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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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所婓求的对大h书分商品和义务按统一比例税半扯税、 少数商 1 ，心和劳务按差泪比例！税率征

税， 或对大部分商品和伪务不征税、 只对少数商品和劣务征悦、 并实行差别比例税－年的税收

特征也有一定羌距的， 因此， ＂［以借鉴最优流转税的思想丿丫｝人来改革和优化我同流轧税制。

第 一， 祝高税收效才。 从积极意义上看， 通过流转税对资源的重新配置， 能够提高资源配翌

效冲。 这是山丁我国长期实行计划价格， 计划价格除了要反映商品价值和供求， 也要体现价

格政策， 通过价格同价伯的背离， 对一部分商品实行从高定价或从低定价来体现政策要求，

但这也会导致{l资源配咒的低效或无效， 通过差别税率， 高价高税， 低价低税， 使税收同价

格配合， 来弥补计划价格缺陷， 影响生产和消费， 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 我国流

转税改革要尽可能发挥税收改善资源配牲方面的优势， 对国家计划定价商品实行差别税率。

第二， 减少税收效率损失。 从消极意义上看， 流转税是对生产经营过程征税， 会导致效率损

失， 合理的税收政策措施有利丁减少效率损失。 在我国经济运行机制转换过程中， 经济调节

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牡别是价格改革和市场调节比重增大， 以价格为主体的市场凋节

对资源配咒效率提高。 在市场调节有效地起作用的情况下， 税收对资源配置效率会下降， 减

少税收对市场凋节干预， 保持税收中性， 有利于减少效)尔损失。 因此， 我国流转税改革又要

减少税收对价格的替代调节兀限。 对山市场调节的大部分商品实行统一比例税率。 第三， 优

化税制。 我国现行流传税对大部分商品和劳务实行多环节按全额征税， 导致重复征税、 重叠

征税， 企业之间税负不平衡， 阻碍了专业化协作发展。 如果改成多环节按增值额征税， 或单

环节按仑额扯税， 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或重叠征税， 促进专业化协作发展， 优化税制。

2. 改革优化我国的所得税制。 所得税是我国税制体系中仅次于流转税的大类税。 我国

现行所得税（包括国营企业利润上缴）占我国税收收入30％左右， 它大体有以下几方 面特

点： 第 一， 以企业所得税为主， 个入所得税为辅。 我国所得税基本上来源于企业， 而个人缴

纳只占微小廿重。 第二， 多种所得税制同时并存。 企业所得税是根据企业所有制性匝分别设

计， 个人所得税根据居民国籍分别设计。 不同的所得税在征收范围、 课税对象、 计税依据、

税率、优惠等方面有较大的政策差异。 第三， 税率比较高。 主要税收来源的企业所得税， 除

中外合资企业以外， 其他企业所得税的披高边际税率都在50％以上。 第四， 税收优惠较多。

主要反映在税前扣除项目繁多， 扣除面较宽。 最典型的是国营、 集体企业的税前还贷和以税

还贷。 还有特区、 新办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种税收优惠， 从而使得课税基础较小。 我国

现行所得勹有它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政策需要， 但是， 吸收借鉴最优所得税思恕方法， 有利于

进一步改革、 优化我国所得税制。 第 一， 统一所得税制， 减少税收优惠， 促进税收公平。 我

国现行企业所行产穷企业质有制性股分别设计， 各种企业税负不同， 这不但导致税制混乱，

也造成企业间税负43平衡， 苦乐不均， 大扯的税收优惠使税负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 逐步

合并企业所得税， 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 有利千公平税负， 促使企业间平等竞争。 第二，

降低税率， 调整税率结构， 减少税收效率损失。 我国现行所得税实行高边际税率、 在企业独

立核箕、 自负盈亏情况下， 抑制了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 导致了企业的效率损失。 由于我国

主要是对企业征收所得税， 企业收益规膜大小不完全反映企业负担能力， 累进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 不但有损千企业效率， 也不 一定有利于公平。 减少税收的效率损失要求降低边际税

率， 减少税率级差， 逐步实行比例企业所得税。 至于降低边际税率的收入下降， 可以通过减

少税收优惠，扩大税基等措施得以弥补。 使我国所得税制通过统一税制， 减少优惠，扩大税

基，降低税率， 减少税率级差的改革不断优化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