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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地区宏观税负比较研究

谭光荣渊博士生导师冤 尹 宇

渊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长沙 410079冤

【摘要】宏观税负问题是税收政策制定和设计的核心问题，适度的低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本文比较了我国 2007 ~
2011年区域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状况，发现除 2008年之外我国 GDP增速一直较高，而随着税收增速超过
GDP增速，宏观税负在逐渐升高，税收弹性系数普遍超过 1。本文还具体分析了 2011年各地区宏观税负，发现差异主要是
地区长期发展不同所致，地理环境、产业结构、税收征管水平及国家和地区政策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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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税负，即税收负担，是指纳税人承担的税收负荷。从相对

额考察，税负是指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额占计税依据应缴纳

税额的比重，即税收负担率。宏观税负，即宏观税收负担，是指

宏观层次纳税人承受税收的状况。

宏观税负问题是税收政策制定和设计的核心问题，这是

因为，宏观税负既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宏观调控能力，又

影响着企业和居民负担纳税的水平，从而影响微观经济动力，

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水平。

从区域角度来说，我国不同区域的财政收入、宏观税负、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税收负担与经济

增长的相关理论证明，适度的低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一般来

说，经济越发达，社会（纳税人）承受税负的能力越强，宏观税

负的上限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正是由于宏观税负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区

域宏观税负进行比较研究，并对我国地区税负的现状进行深

入分析。本文主要是比较 2007 ~ 2011年这 5年间区域宏观税
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状况及区域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水

平之间的关系，并分析 2011年的地区宏观税负状况，同时分
析地区宏观税负出现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经济发展方面考虑，我国对区域的研究一般分

为东中西三部分。在本文的研究中，东部区域指辽宁、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11个省、
市，中部区域指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

湖南 8个省，西部区域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
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和广西 12个省、区、市。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全国宏观税负、区域宏观税负和地

区宏观税负。宏观税负一般分为三个口径：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是指一定时期内税收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中口径的

宏观税负是指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口径的宏

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

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主要有国民收入负担率、国民生产

总值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负担率等。我国一般把国际公认

的宏观税负指标———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衡

量总税负的标尺。本文定义宏观税负为国内生产总值负担率，

是指一定时期内税收收入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据此，

有如下计算式：

全国宏观税负=全国税收收入总额/全国 GDP
区域宏观税负=区域税收收入总额/区域 GDP
地区宏观税负=地区税收收入总额/地区 GDP
二、2007 ~ 2011年区域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状况
1. 2007 ~ 2011年 5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状

况如表 1所示：

年 度

全国GDP渊亿元冤
全国GDP增速渊%冤
东部GDP渊亿元冤
东部GDP增速渊%冤
除京津沪以外的
东部GDP渊亿元冤
除京津沪以外的
东部GDP增速渊%冤
中部GDP渊亿元冤
中部GDP增速渊%冤
西部GDP渊亿元冤
西部GDP增速渊%冤

2007
265 810.3

23.11
165 194.03

19.27

137 600.45

19.29

65 359.77
21.11

49 182.48
21.90

2008
314 045.4

18.15
194 085.15

17.49

162 181.28

17.86

78 781
20.53

60 447.77
22.91

2009
340 902.8

8.55
211 886.9

9.17

177 165.57

9.24

86 443.31
9.73

66 973.48
10.8

2010
401 512.8

17.78
250 487.94

18.22

209 983.92

18.52

105 145.56
21.64

81 408.49
21.55

2011
472 881.6

17.78
293 581.45

17.2

246 826.55

17.55

127 624.7
21.38

100 234.96
23.13

表 1 2007 ~ 2011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状况

注院淤因为北京尧天津和上海在东部地区所占的GDP和税
收比重都很大袁所以为了明确其影响袁另外考虑了除京津沪以
外的东部情况袁下同遥于GDP以当年价格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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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以看出，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 2007 ~ 2011年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状态，除了 2008年受国
际金融危机的影响，GDP 增速有所放缓以外，其他年度的
GDP增速均保持在 17%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 20%。从各
区域的具体表现来看，以 GDP总量而言，东部区域的 GDP
在全国的占比保持在 62%左右，中部区域的 GDP在全国的占
比保持在 25%左右，西部区域的 GDP在全国的占比保持在
13%左右。这一差异明显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
性，这是由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受制于国家

政策、地理位置、环境和人才流动等因素。对于 GDP增速而
言，西部区域的增速在 2007 ~ 2009年最高，在 2010 ~ 2011年
稍次于中部区域，东部区域在 2007 ~ 2011年的增速都是最低
的，但差距并不大。我国从 200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战略，从
2006年开始中部崛起战略，使得近几年西部与中部区域的经
济开始迈上较快的发展轨道，长期将会有利于我国三大区域

趋于平衡性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2. 2007 ~ 2011年 5年间我国区域宏观税负程度总体状
况（以百分比表示）如表 2所示。可以看出，我国的区域宏观税
负在 2007 ~ 2009年保持在 18.5%左右，2010 ~ 2011年则逐年
升高。影响宏观税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税制相对稳定的条

件下，影响宏观税负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质量和税收征管

质量两个方面。其中，经济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是最主要

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变化；

二是经济运行质量的改变。2007 ~ 2011年期间，第二产业特
别是冶金、石化、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煤炭、电力等行业发展

速度较快，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快于 GDP的增长速度。因为
第二产业税负在宏观税负中占比较大，这使得税收的增长速

度快于 GDP的增长速度，全国宏观税负水平在 2010 ~ 2011
年有所升高。而在经济发展速度一定的条件下，经济运行的质

量越高，企业缴纳的税收就越多，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不断深化，集约型、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形成，经济总

量明显增加，从而也推高了全国各区域的宏观税负水平。

税收征管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近几年，随着

税制的不断改革，我国的税收征管机制不断完善，征管手段也

逐步现代化，征管质量和效率有了大幅的提高，自然也会提高

全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当然，税收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税制结

构，如 2007 ~ 2011年间比较重要的税制改革为自 2008年 1
月 1日起正式开始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增值税转型等就是如此。
从区域上看，东部区域的宏观税负最高，保持在 20%以

上，高于全国的宏观税负，西部的次之，中部的最低。一般来

说，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承受税负的能力就越

强，反之则越低。我国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宏观税负

也最高，但是中部区域的宏观税负却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

西部区域，这与理论不太一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点：第

一是中部区域的税收总量不高，而税收总量的影响因素是多

方面的；第二是中部区域的第二产业规模偏小，产生的规模效

益不高，同时第三产业占比不高，需要进一步地发展；第三是

中部区域的投资相比其他区域稍显不足。

上图所示为全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为进

一步说明全国及区域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本文引入税收弹性系数。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对经济增长

的反映程度，常用来反映经济与税收的协调发展程度。通过不

同区域之间税收弹性系数的对比，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各

区域之间税负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均衡协调。计算公式

为：税收弹性系数越（税收收入增量衣税收收入总量）衣（GDP
增量衣GDP）伊100豫。按照经济学理论，税收增长比例应该和
经济增长比例大致相同，即当税收弹性系数为 1时，是比较完
美和协调的增长态势。但税收增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

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国民收入结构和分配结

构的调整及变化会导致税源结构和税收收入质量的改变，同

时税制改革及统计口径等原因，都会造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

不同步。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弹性系数在 0.8 ~ 1.2间为合理区
间。合理的税收比例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表 3 反映了 2007 ~ 2011 年我国区域税收弹性系数。其
中，2007年我国的税收弹性系数为 1.3，考虑到前期我国经济
处于快速发展期，而且税收征管手段也不断增强，弹性系数在

年度

全国

东部

除京津沪以外的东部

中部

西部

2007
18.60
21.48
16.77
11.15
13.57

2008
18.42
21.02
16.61
11.30
13.51

2009
18.51
20.79
16.48
11.24
13.94

2010
19.28
21.29
17.32
11.41
14.80

2011
20.24
22.11
17.89
12.03
15.44

表 2 2007 ~ 2011年区域宏观税负总体状况

2007~2011年全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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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宏观税负

全国GDP增速

年度

全国

东部

除京津沪以外的东部

中部

西部

2007
1.358
1.743
1.570
1.163
1.275

2008
0.937
0.854
0.935
1.080
0.975

2009
1.059
0.870
0.912
0.945
1援324

2010
1.274
1.158
1.327
1.085
1.351

2011
1.333
1.260
1.218
1.305
1.228

表 3 2007 ~ 2011年区域税收弹性系数

阴窑42窑 援 下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下窑43窑阴

1.0 ~ 2.0间均可认为属于合理范围；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
机的影响，我国税收增速和 GDP增速都放缓，且税收增速小
于 GDP增速，税收弹性系数小于 1；2009 ~ 2011年，随着我国
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税收增速大于 GDP增速，税收弹性系
数逐渐增大，大于 1。从区域上看，西部区域的税收弹性系数
最大，中部与东部的次之。由区域税收弹性可以看出，西部区

域的税负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协调，宏观税负最重，形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税制的

不完善和征管水平的差异等。

三、2011年地区宏观税负现状
通过对 2007 ~ 2011年区域宏观税负比较、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比较、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发

现每一区域的宏观税负、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弹性系数都有

差异，而形成差异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地

区的经济发展基数和潜力、地区产业结构、地理位置、征管水

平、国家和地区政策等方面。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宏观税

负，有必要对各区域、各地区的宏观税负进行细化分析。

由表 4可以看出，2011年东部区域的 11个省、市中，上
海、北京和天津的宏观税负最高，也是全国最高，河北的最低。

上海、北京和天津都是我国的直辖市，属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最高的地区，而且国企都集中于此，按照我国目前的税制，税

收也都集中于此，必然导致其宏观税负最高。相比于东部区域

22.11%的宏观税负，河北、山东、福建、辽宁、江苏和浙江省都
低于这一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海南省，其在东部区域中 GDP
最低，税收收入也最低，但税负却高于区域水平。

中部区域的 8个省中，山西的宏观税负最高，河南的最
低。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大省，前文已提到，在 2007 ~ 2011年期
间，煤炭行业的发展速度较快，其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快于

GDP增速，使得税收的增速快于 GDP的增速，以致山西的税
负水平高于中部区域的税负水平。相比于中部区域 12.03%的
宏观税负，河南、湖南和湖北都低于这一水平。

西部区域的 12个省、区、市中，云南和新疆的宏观税负最
高，广西的最低。云南的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占比较大，新

疆的旅游业占比也较高，而且矿产资源丰富，矿业发展速度较

快，而第三产业和矿产资源对税收的贡献较大，因此这两地的

税收增速快于 GDP增速，导致这两地的税负水平高于西部
区域的税负水平。相比于西部区域 15.44%的宏观税负，广西、
四川、内蒙古、重庆、甘肃、青海和宁夏都低于这一水平。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的各地区

税负是有很大差异的。就全国范围来看，上海、北京和天津的

宏观税负最高，河南和湖南的宏观税负最低，而且宏观税负最

高的上海为 49.99%，最低的河南为 8.80%，相差达到 5.68倍。
初步分析地区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淤各地区
的地理位置不同，产生了地理优势与劣势；于产业结构各有偏
重，对经济和税收的贡献率不同；盂税收征管水平不一致，尤
其是税收征管现代化程度不同；榆在统一的国家财税政策下，
国家或地区为了不同目的而给予了不同的鼓励或扶持政策。

以上因素造成了各地区的发展长期存在差别，尤其是这些因

素对各地区的税负差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四、小结

通过上述描述性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2007 ~ 2011年期
间，除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外，我国的 GDP增速
一直较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在稳步增长，我国国民经

济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随着我国的税收增速超过 GDP
增速，宏观税负在逐渐升高，税收弹性系数也普遍超过 1。这
种情况引起了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既有关于我国税收收入超

常增长的影响因素的探究，又有关于我国宏观税负过高的争

议。笔者认为，我国税收收入并不是超常增长，只是增长速度

较快而已，而税收的快速增长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状

况，也是建立在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预期的基础上的。

随着税制深化改革，我国税收征管手段不断加强，税收征

管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这对于税收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

作用。同时，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税收

与 GDP的统计口径缩小差异、国家与地
区政策的激励、经济环境的改变和人才

流动等对税收的增长也起到了不容忽视

的作用。我国宏观税负的合理确定，需要

进行大量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尽可能周

全地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认真总结

历史经验，借鉴国际经验，最重要的是要

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情。

【注】本文系 2012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野中央税收
收入征管政策执行效果联网审计预警分析研究及审计应用冶
渊课题编号院2012BAH08B01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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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名

宏观税负渊%冤
中部地区名

宏观税负渊%冤
西部地区名

宏观税负渊%冤

上海

49.99
山西

18.09
云南

22.41

北京

47.61
黑龙江

14.40
新疆

21.57

天津

33.18
安徽

14.00
贵州

18.03

海南

24.52
吉林

13.32
陕西

16.83

广东

22.12
江西

12.18
西藏

15.71

浙江

21.19
湖北

11.44
宁夏

15.36

江苏

18.33
湖南

9.73
青海

15援17

辽宁

17.67
河南

8.80
甘肃

15.05

福建

15.34

重庆

14.22

山东

13.88

内蒙古

13.92

河北

12援22

四川

12.80
广西

11.78

表 4 2011年地区宏观税负现状（从左到右税负依次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