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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CGE模型的构建

矿产资源税的征收标准会直接影响矿产资源的价格，进

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改变社会的消费和产

出。如何使矿产资源税改革对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最

小，甚至没有负面影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1. 模型描述。本文在借鉴“用于中国政策分析的CGE模

型”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目的和我国矿产资源产业的特点，考

虑到相关数据资料来源的限制，建立了一个资源CGE模型：

在模型中，活动和商品账户都是纯粹的产出部门，政府和

居民是非生产性的部门，不单独反映居民的自用化产出和政

府的部分生产性产出，商品的交易成本体现在中间产品中，不

再另行反映。模型中的市场被假设为完全竞争的，本国与国外

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发生经济联系，从而形成外汇收入和外

汇支出。模型中涉及的均衡一共有五种，其中要素市场均衡

中，假设劳动力可在各部门间充分流动且可以充分供给；模型

中的价格基准用CPI来表示；采用贸易小国假设，只要我国有

进口需求就会被满足，而且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

2. 模型的基本结构。在生产模块中，假设企业追求成本

最小化并采取层层嵌套的CES函数进行描述。在进出口模

块，假设国内市场的商品分为国内生产和进口两种不完全替

代的商品，国内市场对这两种商品的总需求通过CES函数来

进行加总，而国内生产的商品通过CET函数供给国内或出

口。另外，通过这两类函数对价格的一阶条件来调整商品在国

内市场和进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已达到成本最小化的需求

供给和利润最大化的产出分配。在收入需求模块

中，社会总需求被分为居民消费、企业消费、政府

消费、投资和出口五种，其中居民效用函数在可支

配收入的约束下通过Stone-Geary函数进行描述，

并运用该函数的一阶导数即线性支出系统ELES

来描述居民在满足其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后如何根

据商品的边际效用来进行消费选择。

3. 模型中的主要方程。

（1）生产模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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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合成投入成本最小化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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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和需求模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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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出口模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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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均衡闭合模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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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通过动态递推机制将建立的静态模型扩展为

动态CGE模型，借鉴张欣（2010）的方法，通过资本积累方程，

将各期静态模型予以连接。

资本积累方程：KSt+1 =(1 - depratet)KSt +QINVt 。式中：

KSt+1 表示 t + 1 时期的资本存量； depratet 表示消耗率；

QINVt 表示 t时期的资本形成。其中，depratet = DEPt/KSt 。

KSt 、DEPt 和 QINVt 的统计的数据可以从外界获得，而未来

的 depratet 通常被假设是固定的，即动态稳定。

研究中除资源税税率进行调整和资本存量予以递推外，

假设其他的外生变量动态稳定，对人口数量和技术变化等都

不做跨期的调整，如此，模型就能够分析资源税税率变化的

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效应。

4. 确定模型的基础数据和相关参数。

（1）模型基础数据确定。求解CGE模型需要有基础数据、

相关参数以及弹性系数，利用SAM矩阵可以帮我们得到模型

的基础数据和部分参数。鉴于我国相关核算体系并不是很完

善，本文的宏观SAM主要根据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并参照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的相关数据直接编制。为保

证SAM表的行合计额等于列合计额，本文先编制宏观SAM，

并以宏观SAM中的数据为控制数编制微观SAM。

宏观SAM的编制：宏观SAM矩阵主要包括十个账户，它

们分别是商品、活动、资源、劳动力、资本、居民、企业、政府、

国外和资本账户。我国目前较新的投入产出表是中国2007年

投入产出表，因此本文设 2007年为基准年份，根据 2007年的

投入产出表，并结合中国统计年鉴中2007年的数据等讨论本

文构建的SAM矩阵中的具体数据。

微观 SAM的编制：要具体分析资源税税率变化的影响，

还需要对宏观SAM中的账户进行细分。由于假设活动账户只

生产一种商品，活动账户的具体细分应该和商品账户一致，

因此只讨论对商品账户的具体细分。本文对商品账户的细分

主要借鉴杨岚、毛显强在环境资源CGE模型中对商品的划分

方式。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数据的来源可靠性及难

度，在原始的投入产出表中部门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合并，最

终将商品账户划分为十个部门（详见表6、表7）。

（2）模型中各种数值的确定。资源CGE模型参数主要包

括 μ 、λ 、β 、 、 、 、 等比例参数和各种CET、CES

函数中的份额参数，对于前者可直接根据 SAM矩阵进行确

定，对于后者，在假设替代弹性外生给定和利用基期 SAM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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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价格模块方程。

RMi= （32）

XAi =∑
i
XAPij +XACi +XAGi +XAIi +XAQi

（33）

（34）

adst
iai

iag
i

ah
i

（10）

YH=∑
i
W∙Ld

i +μ∙∑
i
R∙Kd

i + λ∑
i
M∙Rd

i +TRg
h

+β∙YE(1- te)+HF

MinW∙Ld
i +R∙Kd

i +M∙Rd
i

∑
i
WPEi∙ESi + SF=∑

i
WPMi∙XMi + FK+GF+HF（42）

∑
i
adst

i DSTiTTI=GI+GD+ =S （41）

SG=YG-TRg
h -XG-GT

∑
i
Rd

i =RS （39）

∑
i
Ld

i = LS （38）

□·42·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3.11下·43·□

阵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取得。弹性系数主要包括 、 、 、

、 五种，这类弹性系数很难通过实证估计的方法得到，

因此通过参考相关文献来确定这类弹性系数的最佳数值。

二、资源税基准模拟场景设定和模拟结果分析

1. 基准模拟场景设定。本文以 2007年的情况为基准场

景，假设从2007年起各项政策和贸易均未改变。以之为参照，

考虑到国内预期、我国国情以及国外相关的研究经验，又设

计了 2%、4%、6%和 8%另外四种不同资源税税率下的模拟情

景。从而通过模拟情景与基准情景的对比来说明应不应该进

行资源税制度改革，如果改革应采取多高的资源税税率。

2. 模拟结果分析。下面将分别从短期和长期对模拟结果

进行分析，其中短期模拟结果是指相对于2007年的社会核算

矩阵，进行资源税税率改革且分别采用2%、4%、6%和8%为模

拟税率后各项指标的变动百分比，此时为一期均衡结果，未

考虑资本存量的变动。而长期模拟结果考虑了资本在部门和

年份之间的充分调整，它运用动态递推机制将本文的CGE模

型延续到未来十年，表中长期变动百分比就是指未来十年的

各项指标相对基准模拟情景变化的平均值。

（1）政府收入总额的变化。由式（13）计算政府收入总额。

根据表2模拟结果，不管是从短期效应还是从长期效应来看，

在模拟资源税税率为2%、4%和6%时，随着模拟费率的提高，政

府收入总额也在增加，且相对于基准模拟情景的变化幅度越

来越大，这说明6%以内的资源税税率会逐步增加我国政府的

收入总额。而 8%的资源税税率在增加矿产资源价格的同时，

也抑制了部分对资源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下降程度超过

了价格的增加幅度，进而致使政府收入总额有下降趋势。

（2）居民、企业和政府收入支出比例变化。从表 3模拟结

果可以看出，与基准模拟情景相比，改革后随着资源税税率

的升高，居民和企业的收支比例在下降，政府的收支比例却

在上升。这是因为随着资源税税率的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支

出不断增加，在收入没发生变化时，收入支出比例自然下降；

而政府却不同，随着资源税税率的提高，政府的收入总额在

上升，在支出没发生变化时，收支比例会上升。另外，居民和

企业的收支比例在资源税税率为8%时下降到最低，而政府的

收支比例在资源税税率为6%时最高。

（3）对居民福利的影响。计算公式为式（11）。从表4模

拟结果可以看出，实行税改后，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视角来

看，居民的福利情况都有所下降，且随着资源税税率的提高，

居民福利下降越明显，资源税税率为 8%时，居民的福利下降

幅度最大，达到0.4%以上。

（4）资源消费情况变化。对资源消费情况的模拟主要包括

国内资源的消费情况（DO）和进口资源的消费情况（IM）两方

面。由式（23）计算国内资源的消费情况，由式（24）计算进口资

源的消费情况。从表5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进行资源税制度改

革后，对国内资源的消费下降，对进口资源的消费上升，而且

随着模拟税率的升高，国内资源产品消费的下降幅度越来越

大，对进口资源产品消费的上升幅度也越来越大（但不管是

哪种资源税税率，进口消费的上升幅度都小于国产消费的下

降幅度，这说明资源税税率越高，我国对外的依存度就越

大），但总体上我国对石油的消费会随着费率的升高而下降。

可见资源税税率的提高会抑制部分对资源的消费需求，相当

于间接督促了消费者提高石油的使用效率，缓解了资源的紧

张程度。4%的资源资源税税率时资源消费量下降最快，之后

税率的提高对资源消费量的影响程度不断下降。

（5）对部门资本需求的影响。计算公式为式（16）。从表 6

模拟结果中可以看出，实行税改后，各部门对资本的需求都

有所上升，尤其是与资源行业密切相关的行业部门，如煤炭、

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与资源行业间接相关的产业受资源

税税率改革的影响相对较小，如农业、服务业、轻工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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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σ l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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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电力

农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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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0.2

0.2

0.2

0.2

0.5

0.9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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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0.1

0.1

0.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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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3

0.3

0.3

0.3

0.3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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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0.9

3

3

2

2

σx
i

3

3

3

0.9

3

3

2

2

表 1 资源CGE模型弹性系数的设定（%）

注：模型中制造业包括20个细分部门，服务业包括3个细分

部门，细分部门参数设置与所属大类相同。

总额
短期

长期

2%

0.198

0.3367

4%

0.453

0.643

6%

0.644

0.846

8%

0.632

0.823

表 2 政府收入总额变化情况（%）

居民

企业

政府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2%

-0.081

-0.094

-0.125

-0.168

0.201

0.224

4%

-0.164

-0.274

-0.237

-0.249

0.412

0.432

6%

-0.256

-0.360

-0.47

-0.426

0.598

0.601

8%

-0.346

-0.328

-0.561

-0.519

0.576

10.593

表 3 收入支出比例变化情况（%）

居民福利
短期

长期

2%

-0.020

-0.034

4%

-0.107

-0.106

6%

-0.188

-0.179

8%

-0.428

-0.423

表 4 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资源

消费量

短期

长期

2%

DO

-0.263

-0.485

IM

0.253

0.376

4%

DO

-1.00

-1.238

IM

0.892

1.109

6%

DO

-1.444

-1.182

IM

1.182

1.455

8%

DO

-2.566

-2.881

IM

2.051

2.386

表 5 资源消费情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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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部门产出及价格的影响。由式（1）计算产出结果，由

式（26）计算价格结果。

从表 7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十个部门中除了建筑业和轻

工业部门的产出外，其他部门的产出均有所下降，而且随着

资源税税率的升高，这种下降趋势并没有改变，只是下降的

幅度越来越大。至于产出价格方面，这十个部门一致地呈上

升趋势，而且资源税税率越高，价格上升的幅度也越大。在产

出和价格方面变化幅度最大的是煤炭、天然气和石油。至于

这三个行业产出下降幅度最大的原因除了资源税税率提高

导致成本上升的原因外，还有价格上升导致其他非一次能源

行业对其需求的降低。电力行业的产出受到的影响小于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是因为电力产品对其他行业产品产生了一定

的替代作用。十个部门中比较特殊的是建筑业，随着资源税

税率的提高，政府收入和储蓄的上升伴随着政府投资的上

升，政府投资刺激了建筑行业，其部门产出不但没下降，反而

有所上升。

三、资源税税率模拟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源税税率改革大大增加了政府

的收入总额，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比较轻微。虽然资

源税税率改革会造成少数产业部门资本需求以及进口需求

的增加，但是考虑到其间接促使资源企业提高效率、转变低

效的生产方式以及促进技术进步等作用，进行资源税税率改

革的正面效应将大于负面效应。因此，资源税税率改革是一

项值得选择的保护国家所有者权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调

整资源消费结构的政策措施。

另外，从对模拟结果的分析来看，随着资源税税率的提

高，其影响幅度越来越大，建议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改

革，以降低改革对经济和居民生活的冲击。且具体确定资源

税税率时，应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差别资源税税率。

【注】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基于多

属性的油气勘探项目投资组合研究”（项目编号：10CX05003B）

资助，系山东省高校科研发展计划项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油

气资源税费研究”（项目编号：J11WF73）、“国际石油合同财税风

险管理研究”（项目编号：J12WF53）以及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编号：2013RKE28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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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

交通业

建筑业

服务业

煤炭业

石油业

天然气

电力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2%

0.103

0.124

1.003

1.214

0.122

0.132

1.071

1.121

0.360

0.245

0.231

0.312

1.356

1.379

1.131

1.067

1.010

1.034

1.097

1.113

4%

0.211

0.265

1.899

1.912

0.245

0.291

2.030

2.113

0.436

0.399

0.346

0.376

2.987

2.886

3.000

3.541

2.651

2.654

1.667

1.702

6%

0.362

0.357

2.242

2.120

0.412

0.461

2.576

2.582

0.643

0.574

0.471

0.461

3.581

3.497

3.606

3.785

3.571

3.586

2.889

2.765

8%

0.393

0.410

4.556

4.321

0.464

0.478

2.960

3.001

0.537

0.532

0.421

0.394

5.141

5.003

5.919

6.005

5.121

5.132

4.778

4.668

表 6 对各部门资本需求的影响（%）

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

交通业

建筑业

服务业

煤炭业

石油业

天然气

电力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2%

Q

-0.040

-0.186

-0.178

0.169

1.003

1.002

-0.545

-0.567

3.421

3.129

-0.020

-0.043

-2.614

-2.592

-1.910

-1.987

-2.446

-2.509

-1.012

-1.005

P

0.178

0.312

1.406

1.414

0.152

0.189

1.198

1.204

1.321

1.328

0.139

0.142

5.000

4.998

3.059

3.078

4.752

4.721

3.112

3.009

4%

Q

-0.149

-0.596

-1.356

-1.413

0.985

0.973

-2.099

-2.129

2.932

2.894

-0.129

-0.132

-5.356

-5.789

-4.079

-4.057

-5.792

-5.908

-3.978

-3.970

P

0.351

0.997

1.825

1.904

0.371

0.312

2.588

2.498

1.598

1.870

0.262

0.257

10.000

9.890

7.976

7.937

9.741

9.508

6.995

6.859

6%

Q

-0.208

-5.643

-1.842

-1.885

0.931

0.914

-3.020

-3.156

2.836

2.890

-0.159

-0.162

-7.446

-7.537

-6.109

-6.109

-7.653

-7.558

-5.995

-5.880

P

0.485

1.012

2.505

2.513

0.503

0.498

3.535

3.578

2.001

2.116

0.376

0.359

15.000

14.887

13.238

13.780

14.129

14.125

12.943

12.998

8%

Q

-0.327

-7.302

-2.683

-2.690

0.892

0.786

-4.248

-4.519

2.312

2.290

-0.238

-0.274

-9.277

-9.321

-7.149

-7.004

-8.969

-8.969

-6.930

-6.890

P

0.614

1.234

2.752

2.673

0.587

0.593

5.059

5.145

2.997

2.996

0.485

0.482

20.000

19.678

16.307

15.998

19.931

19.804

15.960

15.780

表 7 对部门产出及价格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