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

年
%

月

经 济 学 !季 刊"

&'()*+,-)-.(,/0*12314

5

6-47!"

#

8-7#

904

5

#

!$!"

轻税能否多收
%%%来自民国战时消费税的证据 !

:;#!

%

:;#D

"

徐之茵
!

管汉晖
!

毛
!

捷
!

陈癑卓"

$本文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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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年消费税月度数据#检验低税率会通过扩大

税基以增加税收#即 *轻税多收+假说&本文发现 *轻税多收+取决于需求价

格弹性#高弹性商品税率每降低
:=

#税收缩减幅度更小#甚至反向变化&本

文为战时消费税难以维持提供了更丰富的解释$消费税目的是增加税收为战争

提供财政支持#当政府只考虑税收最大化时#税负主要承担者必然是低弹性商

品消费者#这会加剧社会不稳定&本文为发挥消费税在未来税制改革中的作用

提供了历史借鉴&

$消费税'轻税多收'价格弹性

!"#

$

:$7:"<!:

(

>

7,)?(7,3

@

7!$!"7$#7!"

一!引
!!

言

消费税是我国传统而古老的税种#历史不同时期都有消费税征收的记载#盐)酒)

茶等商品除了在某些时期采取专卖政策外#消费税征收一直较稳定&到了近代#在本文

研究的战时消费税之前#也有征收消费税的经历&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公布 ,全国税政

实施要则-#确定
:#

个全国税种#消费税是其中之一 !蒋震#

!$:%

"&

:;D"

年#国家进

行税制改革#缩小消费税征收范围&

我国现行消费税制由
:;;#

年分税制改革确定&消费税制度将烟)酒)化妆品等
::

类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在分税制划分中#消费税被划归中央税&此后#对消费税税率和

征收范围进行了一些调整&

!$$$

%

!$$;

年#中国消费税收入占税收收入和
ABC

比重明

显低于
\+&B

国家#税收收入中占比
D=

%

F=

#

ABC

中占比
$7;=

#而
\+&B

国家比

重分别为
:$=

和
"7D=

&

!

我国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消费税在税制改革中将发挥重要作

用&近一段时间消费税制改革得到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的较多关注#包括调整征收范围)

环节)税率等#一些研究者在探讨消费税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可能&消费税未来能否

"

!

徐之茵)管汉晖)陈癑卓#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毛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通信作者及地

址$毛捷#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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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汉晖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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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

助&毛捷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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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助&

\+&B

国家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消费课税趋势$增值税(货物服务税和消费税的税率)趋势以及

管理问题 !

!$:!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税政司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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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中国数

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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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方主要税收来源#很大程度取决于税率与税收的关系&

近代中国曾有过一次大规模征收消费税的经历#为研究消费税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

的样本&

:;#!

年
#

月至
:;#D

年
:

月#为了缓解沿海地区遭日本占领导致的财政困难#

国民政府在所控制的国土征收消费税#重庆海关总署统计科记录了
!%

组商品前后
"!

个

月的样本数据&本文对民国时期战时消费税进行实证研究#可为消费税在当代税制改革

中的作用提供历史借鉴&

本文边际贡献为以下几点$第一#民国是传统财税制度向现代财政转型的时期#民

国消费税研究可丰富财政史和税收理论&第二#本文是第一次利用 ,战时消费税国货类

别统计表-!

!$::

"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相对于其他时期或国家的消费税#战时消费税

覆盖面更广#包含消费品更多#为研究提供了更有代表性的样本&第三#民国经济带有

典型 *战时经济+特征#战时消费税为满足战时经济特殊需求#因此本文能加强对特殊

经济形势下财政史的认识&例如#大多研究认为民国消费税停征是因为管理低效和腐

败#本文提供了税收管理之外的解释&

本文余下部分这样安排$第二部分是消费税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提供研究历史背

景'第四部分构建简洁的分析框架#对消费税税率调整和税收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第

五部分对战时消费税 *轻税多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六部分是本文结论&

二!文 献 回 顾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的重要主题#消费税是间接税代表税种#也是对人民生

活影响较深的税种之一#对消费税的讨论贯穿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领域&

L2?()P-)*)JQ2(

O

4(2N

!

:;%F

"较早对消费税进行讨论#认为当直接税率无法达到理论最

优税率时#消费税也是提升社会福利的有效方法&虽然消费税调节分配的效果不如所得

税直接#但对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困具有显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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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消费税相较于所得税#

对宏观利率影响更弱#更有利于资本市场完备性&同时#政府征收消费税的成本低于所

得税#由所得税转向消费税可能有利于税收效率提升 !

C1*..31

#

!$::

"&对发展中经

济体#

+.1*)*)JQ2(

O

4(2N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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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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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税收成本)财政可持续性论

证了在市场不完备情况下#消费税比所得税更有效率&

学者们进一步对消费税的影响与课税商品关系进行探讨&

X*

O

H344*)JX31)'3(.

!

:;;F

"通过包含 *凡勃伦效应+商品的理论模型说明了消费税抑制过度消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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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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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现#对烟

草)酒精等具有社会负外部性的商品征税#可以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并降低犯罪&

Q231)31

!

!$$%

")

X*1)322*)Jb)(EEP

!

!$:#

"对燃油消费税的研究发现#对需求弹性较高的能源

征税可以降低污染&

C*11

5

*)JQ.*44

!

!$$D

"估算了美国汽油消费边际外部成本是每加

仑
%D

美分#而当时汽油消费税为
"%

美分#所以认为美国汽油消费税远低于最优水平&

L0P2()*)JB()*)

!

!$$D

"发现征燃油税会鼓励人们少开车#比使用企业平均燃油经济

性标准更有利于减少燃油消费&

+d*)P*)JR*11344

5

!

:;;<

"将美国州层面消费税数据与

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发现消费税增加会减少香烟消费#对预防新生儿体重偏低具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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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高烟草税带来更高财政收入提出质疑#发现若长期卷烟

需求价格弹性是
V$7<

#则税收增加
:$=

会导致卷烟需求下降
F=

#进而增加
"7#=

的财

政收入&

消费税税负归宿及其分配效应是另一个被关注的问题&

A10E31*)JbxPN3

O

(

!

!$$:

"

认为#税负归宿不仅衡量谁负担更多消费税#还衡量谁因为税负而受到更大连带损失#

他们认为烟草税带来的负担是累进的&

C-231E*

!

:;<;

"考察不同收入家庭汽油)酒和烟

草的终生消费支出占总收入比重#发现从终生收入的角度#家庭对消费品支出分布更平

均#因此长期来看消费税负担累退性更弱&

A10E31*)JbxPN3

O

(

!

!$$#

"研究消费税对

上瘾物品消费的影响#发现卷烟消费税累退性并没有这么强#因为低收入阶层对卷烟价

格变化很敏感#若把消费税用于低收入阶层必需品消费补贴#穷人将从中受益更多&刘

怡和聂海峰 !

!$$#

"认为消费税具有累退性#低收入家庭负担消费税比例大于高收入家

庭#因而消费税恶化了收入差距&

以上消费税的实证研究大多基于当代发达国家事实#近代中国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

府经历了数次税收变革#是从传统财政制度向现代财政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 !焦建华#

!$:D

'柯伟明#

!$:;

"&这次转型为研究历史上特殊经济形态下消费税问题提供了良好

样本&因为数据缺乏#学术界对民国战时消费税研究尚不多见&陈诗启 !

!$$!

"对近代

海关史的研究叙述了战时消费税的开征'孙宝根 !

!$:#

"在抗战时期关税政策的研究中

对战时消费税史实做了描述'任同芹 !

!$:F

"论述了战时消费税的政策反应#傅亮

!

!$:<

"论述了海关在战时消费税开征与撤销中的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利用 ,战

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记录的月度消费税数据#通过计量方法对民国战时消费税进

行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历史事实和数据丰富现有研究&

三!历 史 背 景

!一"战时消费税出现及终止

国民政府成立初曾征收过消费税&

:;!<

年
:!

月国民政府召开裁撤厘金的会议#同

时决定开征油类)茶类等
:F

种商品特种消费税#日用品税率
!7D=

%

D=

#半奢侈品税

率
%7D=

%

:$=

#奢侈品税率
:!7D=

%

:D=

#

:;":

年决定以统税代替消费税&战时消费

税在制度设计上与
:;!<

年消费税存在一致性&

一般情况下消费税设立是出于社会公平考虑#不以税收最大化为目标#而
!$

世纪

#$

年代的中国#消费税核心目标是解决财政赤字#因此对税额的探讨是有意义的&战时

消费税的产生伴随严重的财政危机&

:;"%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面积国土沦陷#国民

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盐税)统税)关税控制权相继落入日方手中&

:;"<

年
D

月#日本与

英国签署海关协定#完全控制华中占领区海关及关税#国民政府财政再次遭受重创&如

图
:

#

:;"%

年至
:;"<

年#国民政府关税)盐税及统税收入大幅降低#关税由
!";!"

万

元降至
:!%<F

万元#下降
#F7F=

#盐税由
:#$;D

万元降至
#%#<

万元#下降
FF7"=

#

统税由
"$$$

万元下降至
:DF:

万元#下降
#F7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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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民政府各项税收收入

!!

数据来源$焦建华 ,中国财政通史 !第八卷"$中华民国财政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年#第
%<!

页表
D !

&

税款锐减#军费开支与债务赔款大幅增加#沉重的财政压力使部分省份自行开征通

行税)百货饷捐等繁多税目#对通过货物重复征税&为取消苛捐杂税)增加海关收入)

稳定物价#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废除各省征收税种#由中央统一对

国内运销货物征收消费税#并于
:;#:

年年底重建海关总税务司署&

:;#!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公布 ,战时消费税暂行条例-与 ,战时消费税税则-#主

要规定如下$!

:

"征税范围$除法令规定需征统税)矿产税)进口关税等货物外#其余

国内运销的货物均征消费税'!

!

"征收机构$由海关及所属关卡从价征收'!

"

"税目税

率$按货物性质分四档#即普通日用品征
D=

#非必需品征
:$=

#半奢侈品征
:D=

#奢

侈品征
!D=

'!

#

"完税价格$按货物所属类别#国货以当地前一个月平均市价为依据#

洋货以所缴进口关税完税价格为依据' !

D

"计税方法$一次课征制&由于货物品目繁

杂#关卡林立#各海关对税则解释有出入#因此开征四个月后#国民政府颁布 ,修订暂

行土货战时消费税税则-完善税则$!

:

"删减征税品目'!

!

"将征税货物
D

元起征点放

宽为
!$

元'!

"

"国货在产地附近或货运扼要地点征收#洋货与进口税同时征收'!

#

"提

高部分非必需品和半奢侈品税率#加增
!$=

税率等级&

战时消费税征收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

年
D

月至
:;#!

年
:!

月#各海关按

,战时消费税税则-规定施行四档税率#个别关卡出现
%7D=

和
:!7D=

两档税率'第二阶

段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为了缓解民商抗税情绪#取消商品大类#将应税商品

缩减至
!$

种并调整部分商品税率#各海关施行
D=

)

:$=

)

:D=

)

!$=

四档税率'第三

阶段为
:;#"

年
D

月至
:;##

年
:!

月#关务署再次扩大课征范围#税目含
"#

大类)

::<

小类#恢复
!D=

税率并调整部分商品税率&阶段划分及政策调整详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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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消费税阶段划分及政策调整

!

阶段 时期 产品种类 海关关卡 税率

第一阶段
:;#!7D

%

:;#!7<

:;#!7;

%

:;#!7:!

共
!%

大 类)

:!D

小

类&以初级产品为主

共
:<

个关卡$昆明)兰州)雷州)

龙州)洛阳)闽海)南宁)瓯海)曲

江)沙市)上饶)思茅)万县)梧

州)西安)宜昌)长沙)重庆

共
:;

个关卡 !新增绥远"

分
D=

)

:$=

)

:D=

)

!D=

四档&每小类每

月税率一致

第二阶段
:;#"7:

%

:;#"7#

仅
!$

种商品#无大

类&以初级产品为主
共

:;

个关卡
分

D=

)

:$=

)

:D=

)

!$=

四档

第三阶段

:;#"7D

%

:;#"7:!

:;##7:

%

:;##7#

:;##7D

%

:;##7:!

共
"#

大 类)

::<

小

类&以次级产品为主

共
"#

大 类)

::%

小

类&以次级产品为主&

共
:<

个关卡 !去掉宜昌"

共
!$

个关卡 !去掉思茅#新增成都)

龙溪)屯溪"

共
!:

个关卡 !新增新疆"

分
D=

)

:$=

)

:D=

)

!$=

)

!D=

五档&每

小类每月税率一致

!!

资料来源$数据资料源于重庆海关总贸易司署统计科 ,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表
:

由作者根据 ,战时消

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整理而成&

然而战时消费税存在课税重)官员贪污等问题#给百姓带来极大负担#受民商界反

对&

:;#D

年年初日军发起猛烈攻势#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内陆货物运销艰难#消费税

难以执行#最终于同年
:

月
!"

日停征&

!二"战时消费税的经济特征

战时消费税征收依托的各关别空间分布较均匀#能全面体现消费者偏好&由于历史

条件及区域特征#各关别征收数量有差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攻占我国沿海#

国民政府财政来源骤减&海关总税务司求助靠近越南)缅甸的口岸#在洛阳)重庆等内

地城市设置关卡&根据
:;#!

年至
:;#D

年各海关所缴消费税实际税额可知#内地主要经

济区的重庆)长沙)西安等关卡三年累计征税超过六千万法币#极大缓解了国民政府无

关税可征的问题&从空间角度#内地受战事影响小#税收高于沿海地区#体现了民国时

期经济的 *战时特征+&

战时消费税征税能力可通过税收遵从度体现&根据名义税额与消费额计算实际税

率#与应纳税率作差#计算不同差值在样本中的分布&结果如附表
!

!

#超过
;<=

的观

察值实际税率与应纳税率差异不超过
$7:=

#差异超过
:$=

的观察值仅占总样本的

$7"=

&这表明各关别的征税能力较均衡#且战时消费税大部分情况下得到较好落实&

各地区征税能力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税收差别主要是由税率改变导致的&

据民国时期 ,财政年鉴 !三编"-!

:;#<

"记载#

:;#!

年至
:;#D

年#战时消费税地

位愈来愈重要&如表
!

#

:;#!

年#消费税收入为进出口税收之和的三倍#占海关总税收

!

篇幅所限#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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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F";

!

的
F<7F<=

'之后两年该税收入激增#

:;#"

年)

:;##

年分别占海关总税收的
F%7#"=

和

%#7"<=

#成为当时海关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亦是国民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

表
'

!

战时消费税占海关总收入比重 单位$万法币

年份
!

进口税 出口税 战时消费税 总计 占比 !

=

"

:;#!

年
<<$F ":D "#":: #;;D% F<7F<

:;#"

年
":DD# :$# %!FD; :$%%#; F%7#"

:;##

年
F<;;< "%" !!:D%" !;%<<D %#7"<

:;#D

年!

#!$:FD ;;#< !"<%< #;<:$" #7%;

!!

数据来源$国民政府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 ,财政年鉴 !三编"-第六篇&北京$商务印书馆#

:;#<

年#第

!<

%

!;

页&

尽管战时消费税为抗战提供了支持#但对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消费税通常从量征

收#而战时物价波动剧烈#因此民国消费税最终从价征收&图
!L

展示了征收期间课税

商品名义销售额与税额变化#此阶段税额与销售额均呈增长趋势&图
!X

描述了
&C[

平

减后的实际销售额与税额#发现其呈陡然下降趋势#征税效果不理想&这反映了民国时

期法币超发的事实&

:;#:

年
:!

月#民国政府发行法币
:D:

亿元#

:;##

年
:!

月达到
:<;D

亿元&因此本文在考察税率对消费税影响时#不仅考虑名义值#还要观察实际值变化&

图
'

!

销售额与税额

! :;#D

年
:

月
!"

日停征战时消费税#因此当年战时消费税占海关收入的比例显著低于其余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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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销售额与税额 $续%

!!

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名义销售额与税收来自重庆海关总署统计科 ,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实际销售额

与税收由名义值除以价格指数得到#价格指数来自张公权 ,中国通货膨胀史$

:;"%

%

:;#;

- !

:;<F

#第
"<

页"#以

:;#:

年
:!

月为基期#

:VD

月及
%V::

月价格指数按插值法补全&

战时消费税与货币超发本质是对消费品 *双重征税+&这实际是民国财政系统难以

为继的缩影#说明战时消费税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措施#缺乏可持续性考虑&战时消费税

起征点过低 !最初为
D

元#后上调到
!$

元"#征收面太广#税负由底层民众承担#因而

开征不久就引起反对&

! 当时学者已认识到这些弊端$ *本税之设系适应战时财政需要#

战时终止之后#本税应否续征#须视彼时之环境决定+ !马大英#

:;#:

#第
:"

页"&战

时消费税具有战时税制特性#征税对象主要是除关税)盐税)统税)烟酒税等各项专税

之外的消费物品#有学者称其 *如大网漏网之鱼#落入小网#成为小网中不速之客+!周伯

棣#

:;##

#第
""F

页"&

四!理 论 分 析

!一"税收)税率及弹性

战时消费税于
:;#"

年
:

月和
D

月出现两次调整#调整范围包括税率档位)征收关

别)应税商品等&本文对应调整前后商品类别#发现每一次调整#商品税率变化方向一

致&如附表
:

$

#

:;#"

年
:

月#被调整商品 !调整前后都被征税且税率变化的商品"税

!

$

重庆关的南充分卡于
:;#!

年
#

月
!%

日开始征收战时消费税#开征时日不久#分卡负责人收到南充县政府

转来的一封信#信中强调当地商人 *强烈反对征收新税#因为这将非常麻烦#而且很可能会导致当地部分民众的强

烈不满+#并威胁说 *如果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将影响地方的稳定和秩序+&抗税行动确实反映了战时消费税不是

*良税+#民众的反对与抗议#是战时消费税撤销的主要原因&!傅亮#

!$:<

#第
:<%

页"

篇幅所限#附录未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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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F#:

!

率均降低'

D

月#被调整税率均上升&

图
"

比较不同弹性商品调整前后税收变化#根据销量与实际价格计算需求价格弹性

@

&当
@

绝对值大于
:

时#定义该商品为奢侈品'当
@

绝对值小于
:

时#定义为必需品'

当销量随实际价格上升而增加时 !

@

$

$

"#定义为吉芬品&

! 图
"L

将
:;#"

年
:

月税收

标准化为
:

#可以发现第一次调整中#随税率普遍下调#奢侈品与必需品税收均下降#

必需品下降幅度明显更大&奢侈品税收短期下降后出现大幅上升#这是比较明显的轻税

!!!!!

图
+

!

分别以两次税率调整为基期的按需求价格弹性分组的税收额

!!

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名义销售额与税额来自重庆海关总署统计科 ,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每月价格指

数来自张公权 ,中国通货膨胀史$

:;"%

%

:;#;

- !

:;<F

#第
"<

页"&将调整时商品销售额与税额标准化为
:

并取

对数&

!

本文对必需品)奢侈品和吉芬品的定义来自
M*)?(H

!

!$!:

#

`

7<%

"和高鸿业 !

!$::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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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现象&图
"X

将
:;#"

年
D

月税收标准化为
:

#第二次调整中#随税率普遍上升#必

需品税收明显增加#奢侈品税收则更平缓#甚至在税率提高后出现下降&这表明 *轻税

多收+建立在特定的弹性基础上#商品性质决定了税率对税收的影响&图
"

比较直接地

反映了#无论税率下调还是上调#奢侈品税收变化更加符合轻税多收规律#即税率下调

后#奢侈品税收出现了上升趋势'税率上调后#奢侈品税收未出现明显增长趋势&

!二"分析框架

为解释税收)税率及商品弹性的关系#本节从政策制定者角度建立理论框架&假设

样本期间商品供给量稳定)消费者偏好不变#税率是唯一可控制的政策工具#销售量
L

及价格
%

对于税率
1

的反应可视为市场外生的函数形式&本文销售量
L

并不是商品购买

意愿#而是观察到的成交额#

L

/

%

!

1

"0已包含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因此消费税收入

IH

可表示为$

IH

'1

%

!

1

!"

[

L %

1

!"# $

8

!

:

"

如前所述#税收变化必然受到税率调整的直接影响&以
J

1

表示税率轻微变动#对

式 !

:

"两侧求导$

JIH

J

1

'

%

1

!"

[

L %

1

!"# $

(1

L %

1

!"# $

[

J%

1

!"

J

1

(1

%

1

!"

[

JL %

1

!"# $

J%

1

!"

[

J%

1

!"

J

1

8

!

!

"

将式 !

!

"改写为需求价格弹性表达式$

JIH

J

1

'

%

1

!"

[

L %

1

!"# $

(1

L %

1

!"# $

[

J%

1

!"

J

1

!!

(1

L %

!

1

! "# $

[

%

1

!"

L %

1

!"# $

[

JL %

1

!"# $

J%

1

!"

[

J%

1

!"

J

1

8

!

"

"

用
@

表示需求价格弹性#式 !

"

"可化简为$

JIH

J

1

'

L %

1

!"# $

[

%

1

!"

(1

!

:

(

@

"

J%

1

!"

J

1

# $

8

!

#

"

对于普通品#弹性
@ U

!

JL

(

J%

"6!

%

(

L

"为负值&由式 !

#

"#税率对税收的影

响取决于弹性&由于
L

/

%

!

1

"0

$

$

#若
@

,

/

V

!

J

1

(

J%

"6!

%

(

1

"

V:

#

$

"#税收随

税率上升而增加'若
@

,

!

V

o

#

V

!

J

1

(

J%

"6 !

%

(

1

"

V:

"#则税收随税率上升而降

低&这表明商品弹性的绝对值越大#则税率上升一单位带来的税收变化越小&当弹性绝

对值足够大时#税率调整可能带来税收反向变化#即 *轻税多收+现象&因此轻税多收

体现在弹性较大的商品上#对于弹性较小的商品#轻税多收难以体现&

对市场来说#税率
1

变化为外生冲击#价格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均衡结果&如

图
#

#当税率上升时#供给曲线
"

$

向左移动至
"

:

#由于奢侈品需求曲线
QT

斜率更平

缓#新均衡下奢侈品销量变化
LT

:

L

$

更明显&销量萎缩导致税基减少#抵消了由于税率

上升带来的税收增加&而必需品需求曲线
Q

较陡峭#面对相同的税率变化#必需品销量

L

:

L

$

变化较小#由税率上升导致的税收增加更明显&



第
#

期 徐之茵等$轻税能否多收%%%来自民国战时消费税的证据 !

:;#!

%

:;#D

"

:F#"

!

图
,

!

税率上升时市场均衡变化

五!战时消费税 $轻税多收%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策略

民国消费税从价征收#扭曲了相对价格#在市场完备假设下是无效率的&一般国家

开征消费税更多出于调节贫富的考虑#但战时消费税仅仅是为缓和财政压力&因此本文

将政策目标视为税收最大化#这一假设便于检验税率)弹性及税收之间的关系&

如上一部分#*轻税多收+建立在特定需求价格弹性基础上&消费税税基是销售额#

销售额不变时#税率与税收正相关#但税率
1

下降时#消费者面临的实际价格 !

:W

1

"6

%

降低#导致成交量及税基增大&对于弹性较大的商品#减税带来的销售额增长比弹性较

小的商品更明显#税基变化对税收的影响超过税率调整的直接影响#因此达到 *轻税多

收+的效果&

现实生活中 *轻税多收+现象可能是征税能力变化导致的&但根据样本中销售额与

税收计算的实际税率与官定税率相差不超过
:=

#可排除征税能力的影响&

本节以
:;#!

年
D

月至
:;##

年
:!

月国民政府征收消费税的
:<;

种商品为基础#选取

了其中
!"

种税率发生变化的商品进入样本#构成面板数据&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

验税率与税收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如下$

4)I;J

#N+

! "

U

"

$

W

"

:

gI;JH;+@

#+

W

8

+

W

&

N

W

8

+

g

&

N

W

*

#N+

8

!

D

"

式 !

D

"中#

#

为商品种类#

N

为关别#

+

为月份&

"

:

表示第
#

种商品第
+

期税率变动

对税收的边际影响&

8

+

为月固定效应#

&

N

为关别固定效应#

8

+

g

&

N

表示月固定效应与关

别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固定效应及其交互项可以减少不可观测因素及区域性)周期性因

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

*

#N+

为误差项&

此外#为验证不同弹性商品税收对税率的反应差异#需在模型中加入税率与弹性的

交互项!

$

!

需求价格弹性是根据样本中的销售额及销售数量估计得到#根据每种商品的销售额和销售数量计算价格#

对销售数量和价格取对数进行
\]Q

回归#将价格的回归系数视为需求价格弹性&

\]Q

回归中存在联立方程偏误#得

不到一致估计&但因为缺乏其他相关数据#例如商品的生产成本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月度数据#所以无法进行联立

方程估计#因此#本部分实证研究得到的弹性可能跟实际的弹性值存在一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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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J

#N+

! "

U

(

$

W

(

:

gI;JH;+@

#+

g*:;>+#N#+

1#

W

(

!

gI;JH;+@

#+

W

(

"

g*:;>+#N#+

1#

W

8

+

W

&

N

W

8

+

g

&

N

W

*

#N+

8

!

F

"

式 !

F

"中#

(

:

表示随弹性绝对值的增加#税率上升
:

个百分点所带来的税收差异&

若
(

:

为负#则对于弹性较高的奢侈品#每单位税率增长带来的税收增长要小于弹性较低

的必需品&其他变量含义与式 !

D

"相同#不赘述&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原始数据记载于 ,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

!$::

"#由重庆海关总署统计

科编纂#记录了前后
!"

个关别自
:;#!

年
#

月至
:;#D

年
:

月的各类商品消费额)消费数

量及税额的月度数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弥补各省裁废税捐所发生的亏短#自

:;#!

年
#

月
:D

日开征消费税#涉及洋货与国货两大类#本文样本为国货部分#不包含

进口商品&总样本包含
!%

组商品 !共
:!D

小类"#拥有
D$$$$

以上观察值#可视为 *关

别 税目 月份+的面板数据&

如图
"

#在
:;#"

年
:

月及
:;#"

年
D

月#消费税征收范围及税率进行过两次大调整&

这使得本文可研究税率变化对税收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在不同商品间存在差异&

本节以
:;#"

年
D

月至
:;##

年
:!

月商品编码为基础#与前两期课税商品相匹配#最

终筛选
!"

种样本期间税率变化的商品构成实证分析样本 !见附表
:

"&其中黄铜制品)

金银制品)纸箔在税率调整后缺少销售数量信息#因此去掉这三类商品&剩余
!$

种商

品调整前后的税率涉及各个档位#筛选后得到观察值
:!%<#

个#其中完整包含销售额)

税收)销售数量信息的观察值共
"F##

个&

为排除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幻觉#本文依据 ,中国通货膨胀史$

:;"%

%

:;#;

-!张公

权#

:;<F

"提供的
:;#!

%

:;#D

年中国后方批发物价指数#计算税额及销售额的实际值&

此物价指数所包含的区域与消费税征收范围完全一致&

式 !

F

"引入的需求价格弹性根据样本中销售额及销售数量估计得到&假定各个产

品的需求函数是常弹性#且不随时间变化#以保证同一商品在不同价格水平及不同时点

下弹性一致&选择弧弹性的估计方法#根据每种商品销售额和销售量计算价格#对销售

量和价格取对数进行回归#将回归系数视为弹性&基准回归中#为了更直观理解系数的

经济学涵义#本文采用弹性的绝对值作为回归变量&表
"

为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

!

核心变量描述性统计

!!

变量名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消费税率
"F## :#7$: D7F;< D !D

名义消费税额
"F## :#$%:;7D: %%"%::7"! ;7F :DF!$$F%

实际消费税额
"F## :""7%;:# F$"7"F<D $7$::"F"F :$;$D7;"

名义消费额
"F## ::FF%$"7D F<!%<:#7# #; :##";D!<%

实际消费额
"F## ;<#7$;D #"$<7!%D $7$%F ;$F$;7;$F

消费数量
"F## #<<7DF< !#:<7D<! $7D DF$$$

名义价格
"F## %!#D7<!% :%!%%7%!" $7#:" "D!!<$

实际价格
"F## F7"$!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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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变量名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价格指数
"! ::";7DF: <F<7!#! :D%7<;F "!!$

名义需求价格弹性
"F## $7"$D $7"": V!7$F% $7!<!

实际需求价格弹性
"F## $7#;# $7"!" V!7$! V$7$<;

!三"实证结果

分析名义消费税额时#回归中弹性应以名义值计算'分析实际税额时#弹性应以实

际价格计算&表
#

为基准回归结果#第 !

:

")!

#

"列为式 !

D

"估计结果#第 !

!

")!

"

")

!

D

"和 !

F

"列为式 !

F

"估计结果&在回归中依次控制商品关别固定效应
&

N

)月固定效

应
8

+

以及月固定效应与关别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表
,

!

税率与税收收入 $包含所有出现税率调整的样本%

4)

!名义消费税额"

4)

!实际消费税额"

!

:

" !

!

" !

"

" !

#

" !

D

" !

F

"

消费税率
!7<!$

"""

%7%<$

"""

F7<F:

"""

!7<!$

"""

F7<!%

"""

D7%%F

"""

!

$7F:%

" !

:7:$:

" !

:7:#"

" !

$7F:%

" !

:7!$$

" !

:7!D"

"

名义需求价格弹性
g

消费税率
V:"7%$!

"""

V:!7#;!

"""

!

!7F:!

" !

!7%$!

"

名义需求价格弹性
:7$%!

"""

$7;!%

"""

!

$7":D

" !

$7"!D

"

实际需求价格弹性
g

消费税率
VF7DF:

"""

VD7"<!

""

!

!7$%<

" !

!7:D"

"

实际需求价格弹性
:7"FD

"""

:7!!:

"""

!

$7!D;

" !

$7!F<

"

常数项
%7#F;

"""

%7$<#

"""

F7D<D

"""

!7#$%

"""

:7D"$

"""

:7$DF

"

!

$7!$%

" !

$7!";

" !

$7F$<

" !

$7!$%

" !

$7!DD

" !

$7F:F

"

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关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月份固定效应
g

关别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察值
"F## "F## "F## "F## "F## "F##

H

!

$7!#" $7!D: $7"!: $7:DF $7:FF $7!##

!!

注$需求价格弹性取绝对值&

"""代表
2

'

$7$:

#

""代表
2

'

$7$D

#

"代表
2

'

$7:

&

表
#

第 !

:

")!

#

"列税率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样本期内商品税率和税收基本为同向变

动#每增加
:=

的税率会使税收显著增加
!7<=

#这代表了消费税税率尚未达到税收最大

化临界值&而第 !

!

")!

"

")!

D

"和 !

F

"列中#税率与弹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值#在

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系数略有降低#但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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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符合本文理论部分假说#相比弹性绝对值较低的商品 !必需品"#弹性较高

的商品 !奢侈品"税率每上升
:=

带来的税收增加值更小#因为税率上升更容易使奢侈

品销售量下降#从而减少税基&而必需品无论税率如何调整#商品需求量较稳定#因此

消费税收入会对税率做出更直接的反应&该结果和式 !

#

"理论分析结论高度吻合#且

与图
"

所呈现结果一致&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需调整进入样本的商品范围&根据需求价格弹性#

细夏布)白木耳)树蜡的价格与销售量正相关#定义为吉芬品&税率调整中#吉芬品销

售额倾向于随税率增加而增加#从而使税收变化超过税率调整幅度&在检验税率对税收

影响的过程中#可排除吉芬品 !需求价格弹性大于
$

"#只在普通品范围讨论&表
D

为回

归结果#第 !

:

")!

#

"列为式 !

D

"估计结果#第 !

!

")!

"

")!

D

"和 !

F

"列为式 !

F

"估计

结果&在回归分析中依次控制商品的关别固定效应
&

N

)月固定效应
8

+

以及月固定效应与

关别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表
-

!

税率与税收收入 $排除需求价格弹性大于
(

$吉芬品%的样本%

4)

!名义消费税额"

4)

!实际消费税额"

!

:

" !

!

" !

"

" !

#

" !

D

" !

F

"

消费税率
#7D<F

"""

:;7!;;

"""

:<7!%!

"""

#7D<F

"""

!!7F<%

"""

!:7D;D

"""

!

$7%$F

" !

:7##!

" !

:7D!!

" !

$7%$F

" !

:7<"F

" !

:7;FD

"

名义需求价格弹性
g

消费税率
V"#7;;#

"""

V""7":$

"""

!

"7::D

" !

"7!F#

"

名义需求价格弹性
!7;:<

"""

!7%D!

"""

!

$7"#F

" !

$7"F!

"

实际需求价格弹性
g

消费税率
V!<7;D%

"""

V!%7D$<

"""

!

!7<FF

" !

"7$#:

"

实际需求价格弹性
"7;:<

"""

"7%%$

"""

!

$7"#:

" !

$7"F!

"

常数项
%7#;D

"""

F7"$%

"""

D7#::

"""

!7#""

"""

V$7:## V:7$#D

!

$7!!;

" !

$7!FD

" !

$7FF<

" !

$7!!;

" !

$7":F

" !

$7F;%

"

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关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月份固定效应
g

关别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察值
":!F ":!F ":!F ":!F ":!F ":!F

H

!

$7!"# $7!%$ $7"#F $7:D" $7:<; $7!%"

!!

注$需求价格弹性取绝对值&

"""代表
2

'

$7$:

#

""代表
2

'

$7$D

#

"代表
2

'

$7:

&

表
D

第 !

:

")!

#

"列税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样本期内普通商品每增加
:=

的税率#

会使税收增加
#7D<F=

#税率尚未达到税收最大化临界值&第 !

!

")!

"

")!

D

"和 !

F

"列

中#税率与弹性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系数略有降低#但差距不

大#此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高弹性商品税率每上升
:=

所带来的税收增加值更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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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税率上升更容易使奢侈品销量下降#从而减少税基&

去除吉芬品后#税率以及交互项系数绝对值均增大#说明样本中只包含正常品时#

税收对税率更敏感&对弹性不同的两种商品#税率调整带来的税收变化差异更明显&

!四"战争冲击对关别的影响

:;#:

年
:!

月#以日本为首的轴心国和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爆发太平洋战争#太平

洋)印度洋与东亚地区被战争波及&

:;#!

年年初#日军入侵缅甸#我国云南成为太平洋

战争前沿&与此同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战争冲

击从供给侧影响了商品销售量&为排除税率以外因素对消费额的影响#需要排除中部地

区与中越)中缅边境受战争冲击较大的关别&表
F

排除了靠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长

沙)宜昌)沙市三个关别和靠近太平洋战争的南宁)龙州)思茅)昆明四个关别#回归结

果如下&附表
"

和附表
#

分别对两组关别进行排除&

表
O

!

排除受战争冲击较大的七个关别样本

4)

!名义消费税额"

4)

!实际消费税额"

!

:

" !

!

" !

"

" !

#

" !

D

" !

F

"

消费税率
:7#"$

""

%7"F;

"""

F7%"$

"""

:7#"$

""

F7<<$

"""

F7::;

"""

!

$7%!;

" !

:7"$;

" !

:7"F#

" !

$7%!;

" !

:7#DF

" !

:7D"$

"

名义需求价格弹性
g

消费税率
V:F7:D$

"""

V:D7$<;

"""

!

"7::%

" !

"7!""

"

名义需求价格弹性
:7:!"

"""

$7;;%

""

!

$7"%"

" !

$7"<%

"

实际需求价格弹性
g

消费税率
V;7%#"

"""

V<7%":

"""

!

!7#;:

" !

!7D;D

"

实际需求价格弹性
:7D$"

"""

:7"<$

"""

!

$7"$%

" !

$7"!$

"

常数项
%7#$D

"""

%7$$:

"""

%7!#;

"""

!7"#"

"""

:7#!<

"""

:7;:F

""

!

$7!D%

" !

$7!;"

" !

$7;$!

" !

$7!D%

" !

$7":#

" !

$7;:#

"

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关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月份固定效应
g

关别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察值
!%$; !%$; !%$; !%$; !%$; !%$;

H

!

$7!!# $7!"% $7"$$ $7:!" $7:"! $7!$!

!!

注$需求价格弹性取绝对值&

"""代表
2

'

$7$:

#

""代表
2

'

$7$D

#

"代表
2

'

$7:

&

表
F

显示#排除太平洋战争与抗日战争前沿关别后#税率对名义与实际税额的影响

仍正显著#而弹性与税率的交互项系数仍负显著&排除日军进攻对于消费额的影响后#

单位税率提高时#必需品相较奢侈品税收提升更明显的现象仍稳健&



:F#<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五"中介效应模型

理论分析显示#消费税影响税收收入存在两个渠道$一方面#税基不变时#税率变

化对税收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会使税收与税率同向变动'另一方面#税率提升又意味

着商品价格上涨#销售量随之下降#导致税基缩小#因此可以认为#消费税率还通过销

售额对税收产生间接影响#使税收与税率反向变动&当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时#税基

基本不随税率变化#则直接效应占主导#税收随税率上升而增加&当需求价格弹性较高

时#税基受税率影响较大#间接效应占主导#税收随税率上升而减少&

本文采用
X-443)*)JX1*)J

!

!$:$

"依据面板数据估计中介效应的方法#验证消费

税率对税收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回归方程如下$

4)I;J

#N+

! "

U

"

$

W

"

:

gI;JH;+@

#+

W

8

+

W

&

N

W

8

+

g

&

N

W

*

#N+

# !

%

"

4)V;:D@

#N+

! "

U

(

$

W

(

:

gI;JH;+@

#+

W

8

+

W

&

N

W

8

+

g

&

N

W

*

#N+

# !

<

"

4)I;J

#N+

! "

U

)

$

W

)

:

gI;JH;+@

#+

W

)

!

g4)V;:D@

#N+

! "

W

8

+

W

&

N

W

8

+

g

&

N

W

*

#N+

# !

;

"

其中
V;:D@

#N+

是商品
#

的销费额#是中介变量&

"

:

为税率对税收的总效应#

)

:

为税率对税

收的直接效应#

(

:

g

)

!

表示通过消费额传导的中介效应&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 !

D

"

相同&

回归结果如表
%

#第 !

:

")!

#

"列为式 !

%

"回归结果#第 !

!

")!

D

"列为式 !

<

"回

归结果#第 !

"

")!

F

"列为式 !

;

"回归结果&第 !

#

")!

D

")!

F

"列采用对物价指数平减的

税额及销售额回归&

表
%

显示#第 !

:

")!

#

"列中消费税率对税额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大多数商品直

接效应的影响大于间接效应#税收随税率增加而增长&第 !

!

")!

D

"列中消费额对税率系

数显著为负#第 !

"

")!

F

"列中消费税对消费额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税率确实对税额存在

负向间接效应&税率对税收的影响#如不考虑中介变量#应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

综合结果 !如第 !

#

"列
!7"!:

"&如考虑中介效应#直接效应是
%7F%#

#间接效应是

VD7";Dg$7;;!

#约等于
VD7#

#

%7F%#

减
D7#

约等于综合效应
!7"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

可以把直接和间接效应分别识别#进一步论证前述理论&

表
)

!

税率与税收的中介效应

名义变量 实际变量

4)

!消费税额"

4)

!消费额"

4)

!消费税额"

4)

!消费税额"

4)

!消费额"

4)

!消费税额"

!

:

" !

!

" !

"

" !

#

" !

D

" !

F

"

消费税率
!7"!:

"""

VD7";D

"""

%7F%#

"""

!7"!:

"""

VD7";D

"""

%7F%#

"""

!

$7F#D

" !

$7F#;

" !

$7$#:

" !

$7F#D

" !

$7F#;

" !

$7$#:

"

4)

!消费额"

$7;;!

"""

$7;;!

"""

!

$7$$:

" !

$7$$:

"

常数项
F7;!D

"""

:$7$<:

"""

V"7$%%

"""

:7<F"

"""

D7$:;

"""

V"7::%

"""

!

$7D;<

" !

$7F$!

" !

$7$#$

" !

$7D;<

" !

$7F$!

" !

$7$"<

"

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关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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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续表"

名义变量 实际变量

4)

!消费税额"

4)

!消费额"

4)

!消费税额"

4)

!消费税额"

4)

!消费额"

4)

!消费税额"

!

:

" !

!

" !

"

" !

#

" !

D

" !

F

"

月固定效应
g

关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F## "F## "F## "F## "F## "F##

H

!

$7":# $7"!F $7;;% $7!"D $7!#F $7;;%

!!

注$

"""代表
2

'

$7$:

#

""代表
2

'

$7$D

#

"代表
2

'

$7:

&

在中介效应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税收及销售额动态变化#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4)I;J

#N+

! "

'"

$

("

:

[

I;JH;+@

#+

("

!

[

4)I;J

#N+

)

:

! "

(8

+

(

&

N

(8

+

[

&

N

(*

#N+

#

!

:$

"

4) V;:D@

#N+

! "

'

(

$

(

(

:

[

I;JH;+@

#+

(

(

!

[

4)V;:D@

#N+

)

:

! "

(8

+

(

&

N

(8

+

[

&

N

(*

#N+

#

!

::

"

4) I;J

#N+

! "

')

$

()

:

[

I;JH;+@

#+

()

!

[

4)

!

V;:D@

#N+

! "

()

"

[

4)I;J

#N+

)

:

! "

!

(8

+

(

&

N

(8

+

[

&

N

(*

#N+

# !

:!

"

其中
"

:

为税率对税收的总效应#

)

:

为税率对税收的直接效应#

(

:

g

)

!

表示通过消费额传

导的中介效应&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 !

D

"相同&

附表
D

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消费税额及销费额的前置项#税率对税收的直接与间接效

应仍显著&第 !

!

")!

D

"列消费额对税率系数显著为负#第 !

"

")!

F

"列消费税额对消费

额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税率对消费税额间接效应为负&加入滞后项后#税率对税收的影

响#如不考虑消费额#回归结果是直接和间接效应的综合结果 !如第 !

#

"列
$7"D;

"&

如考虑中介效应#直接效应是
%7%D!

#间接效应是
V:7%F!g$7;<<

#约等于
V:7%#

#即

税率提升
:=

会直接使当期税额上升
%7%D!=

#但由于消费额的缩减#会间接导致当期税

额下降
:7%#=

&

六!结论与启示

税率与税收的关系一直是财政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历史上税率与税收关系也存

在有待明晰之处&本文以
:;#!

%

:;#D

年战时消费税数据为基础#检验 *轻税多收+假

说&研究基于对民国战时消费税税率与税额动态变化#发现轻税多收假说需要以商品性

质为前提&税率与税收的变化关系取决于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相比于弹性较小的商品

!必需品"#高弹性商品 !奢侈品"税率每降低
:=

#税收缩减幅度更小#甚至可能反向

变化&由此可见#轻税多收仅限于奢侈品范畴内#当奢侈品成为主要征税对象时#轻税

多收才可实现&

本文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民国财政制度转型与战时消费税兴衰的认识&一方面#可

从更深层次揭示中国近代财政制度转型的艰难历程&战时消费税不仅是战时筹集资金的

特殊手段#也是民国政府向现代税收制度转型的一种探索#这一时期经济伴随显著的战

时特征#税收转型与战时经济交织使得民国财政政策更为复杂&本文通过理论与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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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析发现战时消费税征收与经济学规律存在一致性#但民国财政政策制定者不重视税基保

护#最终没能持续发挥战时消费税对国家财政的积极作用#加之征税过程中存在腐败#

最终使战时消费税终止&

另一方面#一般认为战时消费税终止的原因是税收管理存在腐败#本文为战时消费

税难以维持提供了经济学角度的解释&大多情况下#消费税征收目的是减少负外部性#

调整产业和消费结构#征收对象仅限于部分消费品&战时消费税目的则是增加税收#为

战争提供财政支持#征收对象覆盖了大多数消费品&根据 *轻税多收+规律#对奢侈品

征收重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极为有限#若只考虑税收最大化目标#必然会以必需品作为征

税核心&必需品税负更多由低收入者承担#民国政府的税收最大化目标增加了低收入者

实际税负#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稳定性#战时消费税从经济学角度必然难

以为继&

我国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消费税在税制改革中将发挥重要作

用&消费税未来能否由中央税改为地方税#成为地方主要税收来源#很大程度取决于税

率与税收的关系&本文基于微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可能为消费税在税制

改革中的作用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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