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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河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月度数据，河北省2012
年1 ~ 6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率为-7.1%，实际为
降低，同期亏损企业达1 762个，同比增长19.5%，而根据河北
省国税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12年1 ~ 6月河北省企业所
得税税收收入同比增长4.06%，增加税收73 552万元。

企业是纳税的主力军，税收只有与企业同步增长才能充

分发挥其“杠杆”作用，企业经营惨淡，税收反而增长了，这种

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不禁会令人质疑：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

工作中是否存在征收“过头税”的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河北省近几年的税收增长又是否存在过度依赖税收征管

的情况呢？河北省2010年1月 ~ 2012年6月企业所得税收入
（LNT）、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LNR）、税收征管效率
（LNE）关系见下图：

二、河北省LNT、LNR、LNE的协整分析
1. 数据处理及变量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2010年1

月 ~ 2012年6月以当期价格计算的河北省企业所得税税收收
入T，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R和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效率
E，对序列T、R、E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波
动的影响，记为LNT、LNR和LNE。数据引自河北省统计局和

河北省国税局官方网站以及《中国税务年鉴》。数据处理采用

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
根据樊聿虎（2009）的观点，税收征管效率是衡量税收征

管工作质量的主要指标。税收征管效率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征

管机构效率，可用一定时期税款征收额与应征税额之比来衡

量；二是征管制度效率，可通过漏税率来反映。考虑到数据的

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企业所得税税收入库额与应征额之比来

衡量税收征管效率。

另外，由于统计局为消除春节日期不同带来的影响，增强

数据的可比性，将工业利润总额历年1 ~ 2月份数据一起调查，
一起发布，故所使用的历年1 ~ 2月份利润总额数据是两个月
的平均数。

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利
用OLS经济模型Y=X茁+滋进行估计，但若时间序列为非平稳
序列，易出现“伪回归”，使得估计的模型不能真实地反映变

量之间的关系。因此，进行模型估计前，应首先对序列进行

ADF检验，以判断其是否为平稳序列。采用ADF检验，根据
AIC标准自动确定滞后阶数，时间序列LNT、LNR和LNE的
ADF统计值均明显大于各显著水平临界值，表明三个时间序
列都是非平稳序列。

3. 协整性检验。如果一组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存在平稳的
线性组合，那么该组序列就是协整的，这个线性组合被称为协

整方程，可以用来表示长期的均衡关系（LNT=C1LNR+
C2LNE）。因为LNT、LNR和LNE都是非平稳序列，所以需要
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看它们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但由于在协整检验执行过程中内生变量滞后期选择区要

求给出VAR模型的滞后期，所以首先要判断VAR模型的最优
滞后期。鉴于本文采用的是月度数据，故最大有效滞后期选择

为6，从6期依次降至1期选择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并采用
LR统计量标准、FPE最终预测误差方法以及AIC、SC、HQ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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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河北省2010年1月 ~ 圆园员圆年远月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税收征管效率进行实证
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企业所得税收入与税收征管效率呈正向关系，而与工业利润总额呈负向关系，分析其原因，发现河

北省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过度依赖税收征管，以致出现征收“过头税”的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过头税 税收征管效率 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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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假设

LN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T
LN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R

原假设

LN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T
LN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

样本数

27

样本数

27

F统计量
0.670 87
0.582 92

F统计量
2.615 19
2.133 24

概率

0.579 9
0.633 1

概率

0.049 4
0.128 0

LNT与LNR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LNT与LNE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表 3 格兰杰因果检验准则来选择，若每期都至少有3个评价指标，则认为最优滞后
期为3。其中3期的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如表1。协整检验实
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所形成的VAR模
型进行检验，而VAR模型的滞后期实际上是无约束VAR模型
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所以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期应
该确定为2。

由表2可以看到，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示变量之
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即具有长期均衡关
系。自2010年以来，河北省的LNT、LNR、LNE呈1颐-2.92颐6.41
的比例关系，即利润总额增长对税收呈反向关系，利润总额增

长1%，将使税收降低2.92%；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呈正向关
系，征管效率提高1%，将使税收增长6.41%。显然，利润总额对
于税收的反作用是不正常的，但它印证了近期“利润下降而税

收同期增长”的怪圈，说明存在“过头税”问题。征管效率对税

收的正向作用远超过了利润的反向作用，初步验证了本文“河

北省近几年的税收增长过度依赖税收征管”的假设。

4.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Eviews可以给出存在协整
关系的非平稳变量之间的双向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本

文采用该方法检验LNT、LNR、LNE的对数之间是否存在因
果关系。

由表3可以看出，只有原假设“LNE不是LNT变化的原因”
被拒绝，所以LNE是LNT增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验证了“河
北省近几年的税收增长过度依赖税收征管”的假设。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淤从短期来看，2012年上半
年河北省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为正，而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速度为负，税收与经济发展现状不协调，

税务部门很有可能存在征收“过头税”行为。于从长期来看，
2010年以来河北省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及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效率之间存在着稳定关

系，税收征管效率每提高1%，就会使税收增加6.41%，而由于
近几年企业效益下滑，税收不减反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每增长1%，将使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降低2.92%。这显然
是不正常的，长此以往很容易使税源枯竭。

究其原因，自1994年推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地方
政府事权不断增加，公众服务需求也不断提高，导致地方财政

支出刚性日增，但地方政府的财力普遍不足。于是，地方政府

会推高实际税率，征收“过头税”。所以，要健全中央和地方财

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明确划分事权，合理界定共享税

种及比例，增强基层政府财力，从而减少征收“过头税”行为的

发生。地方政府自身也应习惯在财政上过“紧日子”，尽量节约

开支，真正做到为企业“雪中送炭”而不是“雨中收伞”。

另外，税收任务只增不减是征收“过头税”的直接原因。宏

观经济下滑的影响，企业税源逐年萎缩，但前几年调高的税收

基数并未随之下调，每年上级税务机关下达的税收计划仍会

在上年完成任务基础上再递增一定比例，征收“过头税”对纳

税人造成了一种经济透支，打击了企业投资经营的积极性。所

以，税务机关在确定税收任务时，不能简单地采用“基数加增

长”的办法，而是要摸清各地区和重点企业的税源分布情况，

掌握税收增长点，科学预测税收变化趋势，制定合理的征收指

标。同时，在考核税收任务完成情况时，要实现由“数量型”考

核向“质量型”考核转变，这样才能不折不扣地落实和执行“依

法纳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的税收收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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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假设：协整向量个数

None鄢
At most1
At most2

原假设：协整向量个数

None鄢
At most1
At most2

LNT
1.000 000

特征值

0.560 315
0.279 964
0.101 828

特征值

0.560 315
0.279 964
0.101 828

LNR
2.922 889
（0.542 60）

迹统计量

33.953 70
11.76 787
2.899 620

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22.185 82
8.868 251
2.899 620

LNE
-6.412 794
（2.213 13）

5%临界值
29.797 07
15.494 71
3.841 466

5%临界值
21.131 62
14.264 60
3.8414 66

P值
0.015 7
0.168 4
0.088 6

P值
0.035 4
0.297 3
0.088 6

无约束的协整秩检验要要要迹检验

无约束的协整秩检验要要要最大特征值检验

协整方程

标准化协整参数渊括号中是标准误差冤

表 2 Johansan 极大似然法的协整检验结果

Lag
0
1
2
3

LogL
-2.089 481
18.248 77
29.224 09
40.490 80

LR
NA

34.650 36鄢
16.259 73
14.187 72

FPE
0.000 293
0.000 127
0.000 113
0.000 103鄢

AIC
0.376 999

-0.462 872
-0.609 192
-0.777 096鄢

SC
0.520 980
0.113 056鄢
0.398 682
0.662 722

HQ
0.419 812

-0.291 619
-0.309 498
-0.348 963鄢

表 1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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