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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通过考察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定基城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时间对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的影响,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辅以相关计量检验保证模型构建合理性。然后利用模型对 2012 ~ 2016年的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预测，并根据 2006 ~ 2009年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与当年“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的月消费性

支出”的平均比例关系，测算 2012~ 2016年合理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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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额测算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额的规定，

体现了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不纳税原则。现行费用扣除额主要

根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和非基

本生活必需品支出）、“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因素确定。

但近年来，通货膨胀率上升，对收入再分配产生了扭曲影响。

因此，在确定工薪所得税目合理的费用扣除额时，应综合考虑

上述因素的影响。

一 尧模 型 构 建 与 数 据 分 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对模型的参数估计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由

于各变量都是时间序列数据，易随时间变动而具有共同的变

化趋势（非平稳），将影响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

即时间序列模型容易产生“伪回归”现象。为避免“伪回归”的

影响，笔者将做如下处理：

1. 引入时间变量 ，从而将变量共同变化的时间趋势分离

出来。

2. 在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之前，对时间序列变量进

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

另外，由于为使参数估计量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对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存在着若干基本假设。若回归模型出现违背基

本假定的情况而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将会

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将对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异

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

综上，对 1994 ~ 2010年样本数据拟建立如下多元回归

模型：

ZC=茁0+茁1SR+茁2CPI+T2+滋

其中：被解释变量 ZC表示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

全年消费性支出，解释变量 SR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解释变量 CPI表示定基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T2为时

间趋势项。

（二）数据选取

1. 数据来源。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纳税人群为城镇

居民，因此本文选取 1994 ~ 2010年城镇居民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见下表：

2. 数据处理 。

（1）平稳性检验-ADF检验。通过构建模型对时间序列的

分析，其背后有一个隐含的数据平稳性假设,否则部分检验如

t检验、F检验将不可信。单位根检验则是一种普遍应用的时

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方法，具体可利用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ADF检验）对各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

果见表 2。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增长率

城市居民家庭
平均每人全年
消费性支出

2 851.30

3 537.57

3 919.50

4 185.64

4 332.00

4 615.90

4 998.00

5 309.01

6 029.88

6 510.94

7 182.10

7 942.88

8 696.55

9 997.47

11 242.85

12 264.55

13 476.00

21.92%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3 496.20

4 282.95

4 838.90

5 160.32

5 425.05

5 854.02

6 279.98

6 859.58

7 702.80

8 472.20

9 421.61

10 493.03

11 759.45

13 785.81

15 780.76

17 174.65

19 109.00

26.27%

定基城市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100.00

116.80

127.08

131.02

130.23

128.54

129.57

130.47

129.17

130.33

134.63

136.79

138.84

145.09

153.21

151.83

156.84

3.34%

城镇每一就业
者负担人数

1.74

1.73

1.72

1.74

1.75

1.77

1.86

1.88

1.92

1.91

1.91

1.96

1.93

1.89

1.97

1.94

1.93

表 1 样本数据

数据来源院中国统计年鉴渊1995 ~ 2010冤尧国家统计局网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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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ZC、人

均可支配收入 SR和定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序列均为非

平稳序列，但经过一次差分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

性检验，说明三者都是 1阶单整序列，即 ZC~（1），SR~（1），

CPI~（1）。

（2）多变量协整检验。由于回归模型是建立在平稳数据变

量基础上的，对于非平稳变量会出现诸多问题。但倘若变量之

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其回归模型又是

有效的。从另一角度说，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它们的线性组合

也有可能成为平稳的。因此有必要对上述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数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ZC、人均可支配收入 SR

和定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选择 Engle-Granger（EG检验）两变量检验方法对上

述变量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通过依次将各变量作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并检验各残差序列的

平稳性（仍选用 ADF检验）来判断。检验结果见表 3。

检验结果显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没有协整方

程的原假设。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定基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之间具有一种稳定的长期

均衡关系。

综上，尽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都非平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但三者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对回归方

程进行估计。

（三）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1. 模型的估计与初步检验。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由样本

估计的回归模型及相关统计指标如下：

ZC=103.14+0.46SR+11.80CPI+9.54T2

t值（0.41）（13.09）（4.87）（5.77）

Prob.（t）（0.685 1）（0.000 0）（0.000 3）（0.000 1）

R2=0.999 7 F=20 141.06 D.W.=2.589 5

从初步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对样本拟合得较好。其

中：

（1）调整可决系数 R2为 0.999 7，非常接近 1，表明样本

回归模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非常高。说明 1994 ~ 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变化的 99.97%可由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解释。

（2）F统计量为 20 141.06。该统计量反映对方程总体线

性的显著性，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以及时间联合起来对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否有显著影响。

结果表明模型总体线性关系非常显著。

（3）各解释变量系数的 t统计量的 P值均小于 0.01，表

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时间

都在 99%的显著水平下分别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有影

响，且非常显著。

（4）解释变量的系数的经济意义合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每增加一元，人均消费性支出将增加 0.46元；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性支出将增加 11.80

元；每过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将增加 9.54元。

2. 基本假定检验。计量经济学中，对于线性回归模型存

在着若干基本假定的条件，而实际问题中未必均能完全满足，

即违背基本假定，主要包括随机干扰序列存在异方差性、序列

相关性，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等。

样本数据中，由于两个解释变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

费者价格指数可能相关，如经济繁荣阶段，收入和价格指数都

趋于增长，则数据序列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除上述两者

外，诸如消费习惯、就业情况、家庭负担情况等其他因素对人

均消费性支出有所影响并存在差异，则数据序列可能存在异

方差性。

另外消费习惯等非解释变量因素的惯性，也会对消费支

出产生影响，则数据序列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为保证

模型预测的有效性，将对该模型是否满足最小二乘法的基本

假设进行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表 4可知，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即相互之

间高度相关，表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将采用

逐步回归法以判定是否保留各解释变量。

首先，分别作 ZC与 SR、CPI和 T2的简单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 5。

人均消费性支出ZC

人均可支配收入SR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渊C尧T尧P冤

渊C尧T尧5冤

渊C尧T尧0冤

渊C尧T尧6冤

最长滞后期

5

4

6

t统计量

-6.11

-4.67

-7.06

概率值

渊P值冤

0.003

0.009

0.001 5

结论

渊5%冤

平稳

平稳

平稳

变量及变量类型
残差检验类型

表 3 协整检验结果

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时 间

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0 0

0.902 4

0.995 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902 4

1.000 0

0.883 5

时间

0.995 8

0.883 5

1.000 0

表 4 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

人均消费性
支出ZC

ZC

吟ZC

SR

吟SR

CPI

吟CPI

渊C尧T尧P冤

渊C尧T尧5冤

渊C尧T尧5冤

渊C尧T尧2冤

渊C尧T尧4冤

渊C尧T尧3冤

渊C尧T尧2冤

最长滞后期

5

5

3

5

3

3

t统计量

0.64

-6.05

0.99

-4.16

-1.73

-5.74

概率值

渊P值冤

0.997 8

0.004 4

0.999 4

0.036 9

0.678 2

0.002 9

结论

渊5%冤

非平稳

平稳

非平稳

平稳

非平稳

平稳

变量及变量类型

人均可支配
收入SR

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

检验类型

表 2 各变量 ADF检验结果

注院变量类型中的吟Y代表一阶差分曰检验类型中的 C代

表截距袁若检验时未包含截距项则为 0曰T代表趋势项袁若检

验时未包含趋势项则为 0曰P代表滞后阶数袁 根据 SC准则确

定遥下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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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可知，人均消费性支出受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最

大，因此选择 ZC=705.68+0.67SR作为初始回归模型，并逐步

分别引入其他解释变量，结果见表 6：

根据表 6，第一步：在初始模型中引入解释变量 CPI，模

型拟合优度提高，且参数符号合理，变量 CPI通过 10%显著

性水平的检验；第二步，引入解释变量 ，拟合优度再次提高，

且参数符号合理，变量均通过 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回归方程存在一定程度多重共线性，

但各解释变量的引入都能提高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即所设

定的模型对样本的拟合情况越来越好；并且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时间都对人均消费性支出有显著影响。

因此为保证模型经济意义的合理性以及合理准确预测未来年

度人均消费性支出，本文保留原各解释变量。

（2）异方差性检验。对于原模型的随机干扰项序列是否存

在异方差性，可采用怀特检验（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该检验首先对原模型残差的平方 与解释变量的平方项与交

叉项作辅助回归构造统计量 nR2，由于 nR2在同方差性假设

下渐进地服从 字2（h），因而可以通过比较两者大小以判断是

否异方差性。

原假设H0与备择假设 H2分别为：

H0：Var（滋i|SR，CPI，T）=滓2

H2：Var（滋i|SR，CPI，T）屹滓2

构造辅助回归方程如下：

=-223 356.3-95.16SR-0.01SR2+1.38SR伊CPI+0.91SR伊

T+7 378.11CPI-53.57CPI2-53.72CPI伊T+3 401.50T-20.44T2

R2=0.287 4，怀特统计量 nR2=4.89，该值明显小于 5%显

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 9的 字2分布的相应临界值 16.92。因

此，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对于去掉交叉项后的辅助回归结果

方程，怀特统计量为 2.91，也远小于 5%显著性水平上的相应

临界值。由此可以判断原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上述分析表明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因素

中，除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价格指数和时间，其他影响因

素的差异并不大。因而模型将能合理预测未来年度的人均消

费性支出。

（3）序列相关性检验。对于原模型的随机干扰项序列是否

存在序列相关性，本文将选择常用的 D.W.检验法和拉格朗日

乘数检验法。原模型 D.W.值为 2.589 5，无论在 1%或 5%显著

性水平上，均处于临界值的上限与下限之间，不能确定是否存

在序列相关性。因而需进一步进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含 1阶

滞后残差项的辅助回归为：

et=-16.80-0.08SR+0.39CPI+0.39T2-0.34et-1

T统计量 P值（0.95）（0.82）（0.87）（0.83）（0.25）

拉格朗日乘数 LM=nR2=17伊0.11=1.84，该值小于 1%显

著性水平上、自由度为 1的 字2分布的相应临界值 2.71，且各

参数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判断原模型不存在 1阶序

列相关性，即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其他因素

将不会连续性地影响到其消费性支出。

（4）模型检验小结。综上，本文首先利用 ADF检验方法对

各样本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明各数据序列均为 1阶单整

序列，且相互间存在协整关系，具备了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

基本条件。

对于回归模型 ZC=103.14+0.46SR+11.80CPI+9.54T2，

尽管各解释变量的数据序列存在一定程度的多重共线性，但

根据逐步回归的结果，模型应保留现有自变量。此外，该回归

模型也通过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的检验。因此，以上模型对

样本数据的拟合情况良好，可用于预测我国城镇居民的家庭

人均消费性支出。

二 尧 模 型 预 测

在利用上述模型预测时，对相关数据作如下假定：

1.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价格指数。由表 1知，我国城

镇居民 1994 ~ 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CPI指数的年增长

率分别为 26.27%与 3.34%，以此为预测增长速度；

2. 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与“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的月消

费性支出”的平均比例。近五年数据见表 7：

从表 7中不难发现，2006 ~ 2009年该比例均大于 1，表明

费用扣除额能够弥补就业者负担的基本生活性支出；而 2010

年小于 1，则说明情况相反，因此居民迫切要求提高费用扣除

额。根据费用扣除设定应当体现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不纳税原

则的初衷，选取 2006 ~2009年的平均比例 1.09作为测算依据

较为合适。

3. 城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

日趋凸显，近年来，城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在 1.9 ~ 2.0之间

波动，故本文假定未来一段时间内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

回归方程

ZC=f渊SR冤

t统计量P值

ZC=f渊SR袁CPI冤

t统计量P值

ZC=f渊SR袁CPI袁T2冤

t统计量P值

C

705.68

0.000 0

-9.39

0.983 7

103.14

0.685 1

SR

0.67

0.000 0

0.65

0.000 0

0.46

0.000 0

CPI

-

-

6.50

0.132 5

11.80

0.000 3

T2

-

-

-

-

9.54

0.000 1

R2

0.999 0

0.999 1

0.999 7

表 6 逐步回归

ei
2

ei
2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
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

渊1冤

8 696.55

9 997.47

11 242.85

11 264.55

13 476.00

城镇每一就业
者负担人数
渊2冤

1.93

1.89

1.97

1.94

1.93

平均每一就业者负
担的月消费性支出
渊3冤=渊1冤伊渊2冤/12

1 398.70

1 574.60

1 845.70

1 821.10

2 167.39

比例
渊4冤=费用扣
除额/渊3冤

1.14

1.02

1.08

1.10

0.92

年份

表 7 费用扣除额与就业者负担月消费性支出比例

回归方程

调整可决系数

t统计量P值

ZC=705.68+0.67SR

0.999 0

0.000 0

ZC=-21 842.39+215.12CPI

0.810 9

0.000 0

ZC=3 264.43+34.51T2

0.993 4

0.000 0

表 5 简单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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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5。

综上，模型预测结果见表 8：

三 尧 结 论 与 建 议

本文考察了 1994 ~ 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SR）、城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对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性支出（ZC）的影响，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并对未来年度“城

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进行预测，据以测算合

理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额。

根据模型预测情况，假设未来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以 26.27%、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 3.34%的年增长率

增长，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 1.95人，当前我国工资薪金所得

费用扣除额 3 500元/月尚属合理。但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

入与物价水平也会不断变化，应动态调整个人所得税费用扣

除标准以满足就业者基本生活需要。具体而言，2014年应将

扣除额调至 5 000元才能弥补届时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更好

地体现“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不纳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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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直接进行测度审计质量很难，本文通过对现有审计质量衡量标准进行反思，介绍了衡量审计质量的二维

视角，并作出相应介绍，由此探索出衡量审计质量的新方法。

【关键词】审计质量 审计意见 二维视觉 盈余管理

陈炜煜

渊北京物资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北京 101125冤

对审计质量衡量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按照 De Angelo对审计质量的定义“审计质量是注册会

计师发现并报告违约行为的联合概率”，但信息使用者确定这

种联合概率的大小十分困难。首先，无法直接审查审计过程中

采用的审计程序是否合适，审计人员能否发现财务报表中的

错弊；其次，无法判断注册会计师与客户之间签订的合约是否

足够诱惑注册会计师违反职业道德而对发现的错弊密而不

报。按照这个思路，审计质量的直接测度几乎不可能。将难以

观察的审计质量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加以表达的有效方法是选

择替代变量。本文通过反思已有研究成果，为后面寻找审计质

量衡量的新视角提供基础。

一、对现有审计质量衡量标准的反思

1援 对“以事务所规模作为审计质量衡量标准”的反思。一

般认为，在成熟的审计市场，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具有

更高的审计质量，因为规模大不仅意味着会计事务所占有更

多的审计资源，还意味着具有较高的职业声誉，两者均有利于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注册会计师坚持独立性的

经济动力。在肯定该指标对审计质量具有一定表征作用的同

时，还必须认识到这一结论的成立必须严格基于前提条件：审

计市场竞争具有充分性与完备性。我国审计市场尚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本市场有着特殊的制度安排，审

计市场行政干预的特征比较明显，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市场化

程度不高。审计市场份额与政府行政权力干预密切相关，并不

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脱钩改制前，事务所挂靠于主管部

门，没有独立性和风险意识，审计市场份额完全由行政权力划

分决定的；脱钩改制后，行政权力干预对审计市场份额的影响

在延续着先前的迁移效应，会计师事务所仍与其原来所属的

行业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保持内在的密切联系，审计市场出

现了严重的行业垄断和地域垄断现象。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

才是影响事务所规模的决定因素，而审计质量并不是决定市

场份额占有的关键。特别是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大事务所的

2012

2013

2014

2015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渊1冤

30 467.61

38 471.45

48 577.89

61 339.31

城市居民
消费价格
指数
渊2冤

167.49

173.09

178.87

184.84

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
性支出
渊3冤

19 539.01

23 658.90

28 767.27

35 118.28

平均每一就业
者负担的月消
费性支出

渊4冤=渊3冤/12伊1.95

3 175.09

3 844.57

4 674.68

5 706.72

工资薪金
费用扣除额
渊5冤伊1.09

3 460.85

4 190.58

5 095.40

6 220.33

年份

表 8 模型预测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