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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减税呼声四起，市场共识 2019 年会有更大力度的减税。通过比

较全球宏观税负、人均税负与企业税负，我们得出： 

第一，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不高，从中国小口径宏

观税负走势来看，两个比较重要的拐点分别在 1985 年和 1996 年，代表两次

大的税制改革。大口径宏观税负接近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 

第二，人均宏观税负和人均政府收入是一致的，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财

政实力，人均宏观税负不高反映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人均财力方面与

发达国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但不能反映中国人均税收负担情况。 

第三，由于间接税占比较高，中国企业税负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

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近似衡量中国企业税收规模，得到 2017

年中国企业税占总税收比例为 68%，明显高于其它国家。中国企业税收占比

高的原因是间接税占比较高，2017 年我国企业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例超过

60%。 

全球的宏观税负数据只是一个参考，由于国情不同，税收制度、政府所

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债务风险不同，适合各国的最优税负也不同。由于

税收制度不同，我国一些非税收入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这样拉低我国宏观税

负。由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同，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尽管宏

观税负很高，但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支出也高，两者匹配度较高，例

如，中美大口径宏观税负相差不多，但 2017 年美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支出合计占总财政支出比例为 61.7%，而中国只有 34.2%，中国在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提升居民福利方面有提升空间。宏观税负需要保持一定水平，不

是越高越好，由于经济增长总有乏力的时候，政府收入下降，与之匹配的支

出无法减少，为了维持高福利，需要借助举债来维持政府支出，这样增加了

政府债务风险，例如欧债危机。 

中国在企业税制改革方面还存在空间，有研究表明（朱玉飞、安磊，

2018），企业实际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个倒Ｕ型关系，我国企业

实际税负水平处于曲线的右边，如果未来在企业税制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则

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 

 风险提示：经济过快下行制约减税空间；减税政策落实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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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减税呼声四起，市场共识 2019 年会有更大力度的减税。通过比较全球

宏观税负、人均税负与企业税负，我们得出：第一，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小口径宏

观税负水平不高，大口径宏观税负接近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第二，人均宏观税负

不高反映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人均财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第三，由于间接税占比较高，中国企业税负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 

全球的宏观税负数据只是一个参考，由于国情不同，税收制度、政府所提供的

公共产品和服务、债务风险不同，适合各国的最优税负也不同。较为确定的是，中

国在企业税制改革方面还存在空间，如果未来在企业税制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则有

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 

1、 全球宏观税负总量比较 

宏观税负分为大、中、小三种口径： 

大口径宏观税负=政府收入/GDP 

中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GDP 

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 

1.1、 小口径宏观税负全球比较 

中国宏观税负使用财政部的数据进行计算，其它国家使用 OECD 公布的数据

（OECD 公布最新数据截至 2016 年，在没有大的税制改革情况下，短期内宏观税

率变化相对较小，不影响整体判断）。宏观税负较高主要是一些高福利国家，例如

北欧五国（冰岛、瑞典、挪威、丹麦、芬兰）、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等。

2016-2018 年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分别是 17.6%、17.6%、17.4%，税负水平在全球

并不高，但仍高于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 

从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走势来看，两个比较重要的拐点分别在 1985 年和 1996

年。1983-1984 年中国进行两步利改税改革，将所得税引入国营企业利润分配领域，

把国营企业向国家上交利润改为缴纳税金，导致宏观税负在 1985 年飙升至 22.4%，

1985 年之后，财政困难加剧，1986-1996 年税收收入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108.7%，名

义 GDP 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119.5%，税收收入增速跑输名义 GDP 增速，导致宏观

税负自 1985 年的 22.4%持续下降至 1996 年的 9.6%。1994 年中国实行工商税制全

面改革，宏观税负在 1996 年达到历史最低点，随着税收弹性提升，宏观税负从 1996

年的 9.6%上升至 2012 年的 18.7%。2013 年后宏观税负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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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口径宏观税负全球比较（%） 

 

资料来源：OECD，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图2： 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走势（%） 

 

资料来源： 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1.2、 大口径宏观税负全球比较 

大口径宏观税负使用 IMF 公布的一般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2017 年中国宏观

税负（IMF 口径）为 28.4%，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36%），高于新兴经济体

平均水平（26.3%）。但对中国而言，由于政府收入预算制度的问题，IMF 口径不能

完全衡量中国政府收入的实际情况，我们使用“政府收入=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

+社保基金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口径来计算，2017 年中国宏观税负为 34.5%，已

经高于美国并接近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中国宏观税负自 1998 年的 17.7%不断上

升至 2017 年的 34.5%，期间政府收入增长 17.7%，土地出让收入贡献率 19.2%，社

保基金收入贡献率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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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大口径宏观税负全球比较（%） 

 

资料来源：Wind，IMF，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图4： 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注：

2011 年起我国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 

 

2、 人均宏观税负全球比较 

人均宏观税负=宏观税负*人均 GDP。两种国家人均宏观税负相对较高，一种

是宏观税负高（例如高福利国家），另一种是人均 GDP 高的国家（例如美国）。2017

年中国人均宏观税负（使用“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土地出让收

入”口径来计算政府收入）为 3042 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从趋势上看，中国人

均宏观税负增长率在 2007年达到峰值（36.8%），随后逐渐下滑至 2017年的 10.2%。 

从公式上来看，人均宏观税负和人均政府收入是一致的，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

财政实力，人均宏观税负不高反映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人均财力方面与发达

国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但不能反映中国人均税收负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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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全球人均宏观税负比较（大口径） 

 

资料来源：Wind，IMF，世界银行，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图6： 中国人均宏观税负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世界银行，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新时代证券

研究所 

 

3、 企业税负全球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 年中国企业税占利润总额比重为 64.9%，高于绝大多

数国家。根据 OECD 数据，东南亚国家企业税占总税收比例相对较高，普遍在

20%-30%，高福利国家该比例普遍不超过 10%。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

近似衡量中国企业税收规模，得到 2017 年中国企业税占总税收比例为 68%，明显

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企业税收占比高的原因是间接税占比较高，2017 年我国企业

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例超过 60%，其他国家企业直接税占比高，中国在流转环节征

收的税过多，而间接税是可以转嫁居民部门的，加重了居民税负感。同时，我们发

现中国企业税占总税收比重与 PPI 增速有一定联系，当 PPI 增速处于下行趋势时

（1994-1998 年、2012-2015 年），该比重保持下行或平稳；当 PPI 增速处于上升趋

势时（2016-2017 年），该比重保持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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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国企业税占总税收比例相对其它国家较高（%） 

 

资料来源：Wind，OEC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注：中国企业税用“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

近似代替；澳大利亚、希腊、日本、墨西哥、OECD 平均、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为

2016 年数据；其它国家均为 2017 年数据 

 

图8： 中国企业税占比与 PPI 的关系（%） 

 

资料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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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企业税占利润比重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4、 比较宏观税负不能只看数值 

本文通过比较全球宏观税负、人均税负与企业税负，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

全球范围内，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不高，大口径宏观税负接近发达经济体平均

水平；第二，人均宏观税负不高反映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人均财力方面与发

达国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第三，由于间接税占比较高，中国企业税负在全球范围

内处于较高水平。 

全球的宏观税负数据只是一个参考，由于国情不同，税收制度、政府所提供的

公共产品和服务、债务风险不同，适合各国的最优税负也不同，不能简单地进行数

值比较。由于税收制度不同，我国一些非税收入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这样拉低我国

宏观税负。由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同，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尽管宏

观税负很高，但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支出也高，两者匹配度较高，例如，中

美大口径宏观税负相差不多，但 2017 年美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支出合计占总

财政支出比例为 61.7%，而中国只有 34.2%，中国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居民

福利方面有提升空间。宏观税负需要保持一定水平，不是越高越好，由于经济增长

总有乏力的时候，政府收入下降，与之匹配的支出无法减少，为了维持高福利，需

要借助举债来维持政府支出，这样增加了政府债务风险，例如欧债危机。 

中国在企业税制改革方面还存在空间，有研究表明（朱玉飞、安磊，2018），

企业实际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个倒Ｕ型关系，我国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处

于曲线的右边，如果未来在企业税制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则有利于提升我国全要素

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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