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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营改增”将会对我国财政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政策实施的不同阶段又会有什么样 

的不同，这些都是政府宏观决策所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文章使用CGE模型，并基于动态视角研究了“1+7”扩 

围在不同阶段对经济产生的不同影响，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空白。结果表明：在税收收入方面，在静态分析 

下，“l+7”扩围会使税收收入减少2．148 ；在动态分析下，第一年“1+7”扩围会使国家税收收入下降 0．754 ， 

第二年回升 O．842 ，第三年及以后回升 1．089 。在经济影响方面，“l+7”扩 围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 

没有“增长效应”，即“1+7”扩围在短期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长期中只能提高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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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刖 舌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粗放 

型”扩张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中国政府可用的政策调控手段已经非常少，在兼顾 

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目标的前提下，实施结构性减税关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成败。“营改 

增”是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营改增”对我国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现行税制中营业税与增值税是最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 ，两者相互平行、相互补充。这一结 

构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税收征管能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税 

收征管能力的提高，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征收的弊端日益显现。我国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 

税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并将“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 

税等税收”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012年 1月 1日，上海率先实行增值税扩围试点，拉开了我国 

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序幕。增值税扩围改革是近年来我国最重要的税制改革之一，是我国结构性减税 

的重要组成部分，牵扯到我国两大税种，影响范围广、覆盖行业多，会对行业税负、产品价格、就业、收 

入分配、居民福利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普遍认为“营改增”会减少国家税收收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是其 

分析主要停留在静态层面，对营改增经济效应在长期中的演变没有做出很好的阐述。以“营改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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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的影响为例，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扩大税基 

来促进税收收入增长。虽然在减税政策之初，国家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但是随着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带 

动作用显现，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又有所回升，因此，“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应该是逐渐减弱的。 

一 般认为，减税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减税政策之后税收收入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回升幅度有限，税 

收收入一般不能超过最初的水平。但是，“营改增”不仅仅是一项减税政策，它还可以减少重复征税， 

优化资源配置，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要大于一般的减税政策，这就为“营改增”之后税收收入回升并最终 

超过原有的水平提供了可能。但关于“营改增”对税收收入影响的现有文献都仅仅停留在静态层面， 

忽视了“营改增”对经济的后续影响。 

现有的对“营改增”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总体来说，现有研究更多地停留在静态层 

面，对“营改增”对经济作用路径的阐述不够清晰。本文拟通过动态视角，充分考虑政策的传导时滞， 

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研究“营改增”在不同时段对经济的不同影响。依据经济的传 

导速度和政策时滞，本文将“营改增”的作用时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年，第二部分为第二年， 

第三部分为第三年及以后。三个时期的划分是通过设置宏观闭合规则来实现的。 

二 、文献综述 

增值税扩围改革早已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前期的争论与研究主要放在了对增值税扩围的意 

义和目标、扩围的路径和行业选择等方面。早在 2002年邵瑞庆等人就对交通运输业实行增值税的可 

行性进行了分析。贾康和施文泼(2010)通过研究两税并行的弊端，指出实行增值税扩围的必要性，并 

提出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全面覆盖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肖绪湖和汪应平(2011) 

则认为单一增值税并非是最好的选择，现阶段我国营业税税制的优越性仍然存在，统一增值税制的时 

机并不成熟。王金霞(2009)认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应分三步达到对生产、销售的所有领域征收增 

值税的目标，同时应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权，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务机构改革。胡怡建(2011)总结了 

上海市在解决增值税扩围难题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姜明耀(2013)指出上海试点方案距离改革的理想 

目标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认为可将货物与劳务双元增值税模式作为过渡方案，首先解决营业税不利于 

服务业专业化的突出矛盾，建议构建收入清算系统，依据消费型增值税 目的地原则，结合产品的最终 

消费形态以消费地划分收入，维持现行增值税收入共享机制与地方税收管理权基本不变，减小改革阻 

力 ，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在经历了对要不要扩围、什么时间以及如何扩围的讨论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对增值税扩围的经济 

影响进行研究。税负方面，姜明耀(2011)通过测算扩围后的行业税负，指出增值税扩围改革所导致的 

服务业税负波动幅度大于工业，服务业增值率较高且行业间差距明显是服务业税负波动较大的重要 

原因。潘文轩(2012)提出根据税负平衡点谨慎选择服务业税改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并认为上海市 

增值税扩围制定的租赁业、交通运输业的试点税率水平偏高，有必要予以降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方 

面，胡怡建和李天祥(2011)认为增值税扩围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营业税和增值税税率、 

服务业增值率、产品和服务的中间投入结构等因素。胡春(2013)运用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上海改革方 

案推广到全国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增值税扩围改革会导致税收收入减少，但不同行业有 

增有减。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方面，平新乔等(2009)认为营业税对居民福利的伤害大于增值税，提倡彻 

底免征小规模企业的增值税，逐步推进从营业税到增值税的转变，让服务业企业有权进行进项抵扣。 

程子建(2011)认为将增值税扩大到生产性服务业将改善居民福利，但具有累退性；全面扩围的福利改 

善作用小于生产性扩围，但具有累进性。赵颖(2013)就 1995—2010年增值税“扩围”对城镇居民收入 

分配格局的影响进行模拟测算发现，增值税“扩围”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有所减弱；就增值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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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各 自的累进性而言，对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均较大，且消费项 目间调节的差异较为明显 。对经 

济效率的影响方面，王朝才(2012)选用CGE模型作为数据模拟和政策分析的工具得出：从促进经济 

效率的角度，增值税扩围的最优方案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各行业实行统一税率， 

次优方案是最大限度扩围，但是对服务业实行统一的低税率，最差方案是实行全行业扩围，但保持原 

有的差别税率。 

可以看出，国内对增值税扩围的效应分析数量多、涉及面广，但仍存在缺陷。首先，一般局限于局 

部均衡，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税收间接和衍生效应的影响。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姜明耀(2011)、潘文轩 

(2012)、胡怡建和李天祥(2011)使用了投人产出法，平新乔等(2009)则创建了一个多环节的生产模 

型。投入产出法是测算增值税税基的最常用方法之一，但由于存在税收优惠、征管能力不足、数据体 

系不完整等原因，投入产出法并不适用于测算增值税的应纳税额，其测算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 

远，因此使用这种方法分析增值税扩围的效应不尽合理。平新乔等(2009)创建了一个多环节的生产 

模型，并结合 Creedy(1998)的研究成果测算比较了营业税与增值税的福利效应，但由于这个模型使 

用了一些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其测算结果难免不尽如人意。王朝才(2012)虽然使用了可计算一般均 

衡模型，但并没有根据增值税扩围的特殊性对模型进行修改，无法体现增值税扩围之后原增值税纳税 

行业进项税额的变化，且其分析仍然停留在静态层面，没有分析“营改增”在不同阶段对经济的影响。 

相比之下，国外对增值税问题的研究更加倾向于使用一般均衡分析。Go等(2005)使用 CGE模 

型分析了南非 1991年的增值税改革，发现增值税弱化了南非整个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累进性， 

且降低了低收入居民的福利。Bye等(2003)使用CGE模型分析了挪威 2001年的增值税改革，认为 

与标准统一税率的增值税相比，非标准增值税会带来一定的福利损失。Emini(2000)通过设置闭合规 

则，使用 CGE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增值税对喀麦隆短期和长期居民福利的影响，发现非标准型增值 

税在短期内能够提高居民福利，但在长期内则使居民福利恶化；标准型增值税则在长期内对居民福利 

有改善作用，在短期内却造成一定的福利损失。Boeters等(2006)使用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了德 

国的增值税体制，发现标准型增值税带来的福利改善是有限的；而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同时使 

用增值税弥补财政收入的政策措施则可以为所有居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 

但是，由于中国增值税扩围问题的特殊性，传统的用于研究增值税问题的 CGE模型也遇到了困 

难。首先，传统的CGE模型将增值税看作是一种要素税，即对劳动与资本征收的一种税(王朝才 

(2012)使用了这种假设)。但这种假设的前提是增值税覆盖全部产品与服务，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明显 

不符合这一假设 。而且这种方法的最致命缺点在于不能体现增值税扩围过程中，增值税纳税行业进 

项税额的变化。其次，增值税扩围改革情况复杂，扩围之后各行业税负如何变化难以预测，这也为使 

用CGE模型研究增值税扩围制造了困难。上文提到的投入产出法虽然可以较好地体现增值税扩围 

前后各个行业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变动，但是由于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增值税应纳税额时使用的是法 

定税率，且没有考虑征管不完善、税收优惠等问题，测算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此，将投入 

产出法测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方法引入到CGE模型中会遇到障碍。 

本文在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增值税税基的基础上引人了征收比率的概念，使用征收比率来调节 

法定税率，从而使投入产出法能够测算增值税的实际应纳税额。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调整过的投入产 

出法与CGE模型相结合来研究增值税扩围的经济影响问题。 

三、模型设置 

CGE模型是一种能够数量化各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交叉和综合影响的重要工具，具有局部均衡 

分析不可比拟的优势，可以综合评估“营改增”的政策效果。本文通过引入征收比率的概念改进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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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投入产出法，并将其与 CGE模型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中国“营改增”的CGE模 

型，来研究“营改增”的综合经济效应。该模型包括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进一步区分为国内市场与 

国外市场；包括三个国内经济参与者，即居民、企业与政府，以及一个国外主体；商品市场分为 44个部 

门(部门划分依据 2010年中国65部门投入产出表)，其中包括 1个农业部门，24个工业部门以及 19 

个服务业部门。 

(一)标准CGE模型生产模块。标准的CGE模型使用 CES生产函数来描述生产者的生产行为： 

QA ----A [6 QVA +(1一艿 )QINTA~ ] ，aEA 

企业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合理选择不同的中间投入比例。给定企业的产量，则企业的最优化问 

题为 ： 

Min C 一PVA ×QVA +PINTA．×QINTA ，aEA 

S．T．QA。：==A E3 QVA Pa+(1一 )QINTA~pa] ，a6A 

其中，下标 a表示行业，QA表示行业产量，QVA表示行业增加值，QINTA表示行业的中间投入，PA、 

PVA、PINTA则分别表示三者的价格。A表示规模参数， 表示份额参数，p 为替代弹性。上述方程 

表示在固定的生产条件、固定的产量下，成本C最小。用拉格朗日方程求解如下： 

min L=PVA ×QVA．+PINTA ×QINTA 

--

X~{QA 一A [8 QVA +(1— )QINTA ] )，a6A 

对相应变量求微分，有一阶条件： 

==：PVA．-- QVA．~+(1--3．)QINTA．~] 1--13
ap．Qv 一。 

丽OL =PINTA
．

一  [6 QVAa +(1--3．)QINTAa~] 1一 (1— ) QINTA _l一。 

将上述两个一阶条件合并，我们得到： 

一  ( QVA)卜 A PINTA 1～艿
。 ＼ ／ 一 

这是成本最小化的优化条件。再加上生产模块的价格方程，我们就得到了传统CGE模型生产模 

块的三个基本方程： 

QA．=A E3 QVA． +(1— )QINTA~ ] ，aE A 

一  ( )]--@a，aEAPINTA QVA
． 

1～6 ＼ ／ ～ 

PA ×QA --PVA ×QVA +PINTA ×QINTA ，aEA 

将 QVA看作是要素市场的供应方程 ，则同理可得要素市场的三个基本方程： 

QVA 一A [6：。QLI)f+(1一 )QKD ] ，aEA 

一  ( )1--p~" i--QL A — l— l a WK 1—8 ＼ D ／ ～ 一 
PVA ×QVAa：WLXQLD +(1+tvak )WK×QKD．，aEA 

QLD和QKD分别表示不同行业对劳动和资本的需求，wL和W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价格。 

中间投入方程为： 

QINT =：=ica。×QINTAa，aEA，cEC 

PINTA 一∑ica ×PQc，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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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表示中间投入部分的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以上八个方程组成了传统的标准 CGE模型的 

生产模块 。 

(二)“营改增”CGE模型。由于标准 CGE模型将增值税看作是一种要素税，不能很好地体现出 

我国税制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在标准CGE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改进，构造出一个中国“营改 

增”CGE模型。 

我国增值税实行抵扣制，即“应纳增值税税额一销项税额一进项税额”。对于销项税额与进项税 

额理论值的测算，本文采用了姜明耀(2011)所使用的投入产出法，则销项税税额为： 

销项税税额一PA X(QA．一st。cko)＼1+tv
t

a

v
d ．) 

其中，stock表示存货增加，tvad表示增值税的法定税率。 

根据处理方法的不同，本文将增值税的进项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中间投入的进项税，一部 

分来 自固定资产的进项税。 

固定资产允许抵扣进项税事实上降低了要素投入中资本投人的成本，因此可以通过资本投入的 

价格来计算来自固定资产的进项税：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一tvakXWK~QKDa，aEA 

tvak表示固定资产的抵扣税率，因为投入产出表和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是含税的，因此 tvak： 

0．]7／1．17。来自中间投入的进项税降低了中间投入的成本，因此可以通过中间投入的价格来测算来 

自中问投人的进项税： 

中间投入进项税额 一 ica ×PQc×QA ＼̈1+tva
t、，

d

，d

c

五)，a∈A，c∈C 
其中，下标 C表示商品 C，PQc表示商品 C的价格，从而可以得到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的增值税应纳税 

额的理论数值： 

增值税理论税额：PAa X(QA --stock 
一

t

．

v

—

ad

⋯

．

)一tVak×WKXQKD 
一 羞ica ×PQ ×QA 1十tvta

．

d

，a

~ 

)，aE A，cE CV cCL 、I I L dU ， 
根据验证，用上述公式测算出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与实际数据相差甚远，因此本文引入了征收比率 

(一个行业的实际应纳增值税税额与理论税额之间的比值)对其进行调整。 

对于征收比率，本文做三条假设：第一，原增值税纳税行业在“营改增”前后征收比率不发生变化。 

第二 ，“营改增”过程中新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行业，其来 自原增值税纳税行业的进项税按原增值税 

纳税行业的征收比率调整后进行抵扣；其销项税以及来自扩围行业的进项税则使用自身的征收比率 

进行调整(本文认为原增值税纳税行业增值税征收体系已然完善，其征收比率并不会随“营改增”而发 

生很大变化，因此本文假设原增值税纳税行业在“营改增”前后征收比率不发生变化。这个事实保证 

了第一条、第二条假设成立)。第三，本文假设“营改增”行业的征收比率在一定范围内是可控的，即国 

家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税收返还、即征即退、财政补贴等方式对某一行业的征收比率产生影响。因此， 

对于原增值税纳税行业 ，征收比率为： 

Leiva—VATa／(PAa×(QA~--stock．)i~tvada]一 ica xPQ×QA ( ) 
一 0．07ica。 

， ×POlo leiva~一tvak×WK×QKD )，a∈ A1，C∈C 

对于扩围行业，征收比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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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Va ~BUST + E l a ×PQ( )leiVc]／EPA ×(QA--stock )( ) 
一  ica X PQc X QA (『干wat、，da~dr／]一tVak×WK×QKD ]，a∈A2 

leiv表示各行业的征收比率，因为各行业征管水平、税收优惠等情况不同，所以不同行业的征收 

比率亦不相同。A1、C1为原增值税纳税行业的行业及商品集合 ，A2、C2为““营改增””行业的行业及 

商品集合，A3为其他行业，convey表示交通运输业。B为政策变量，在“营改增”之前值为 1，在“营改 

增”之后值为0。 为政策情景系数， 的值取决于政策情景设计。VAT表示各行业实际缴纳的增值 

税税额 ，BUST表示各行业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税额 ，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税务年鉴》。 

使用征收比率和测算增值税的投入产出法对传统的标准 CGE模型的生产模块进行调整，则有： 

销售收入一增值税销项税额一营业税一其他生产税 

一 中间投入成本一中间投入进项税+增加值一固定资产投入进项税 

使用两层嵌套的生产函数对上述关系式进行描述，将“中间投入成本一中间投入进项税”内化到 

PINTA中，将“增加值一固定资产投入进项税”内化到PVA中，则可以得到“营改增”CGE模型的生 

产模块。这样的设计使该CGE模型不仅能够准确测算出增值税应纳税额，体现“营改增”前后行业进 

项税额的变化，而且能够刻画中间投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则上式调整为： 

PA ×[QA~--(QAa--stock )( tv⋯ada )l eiv ](1--tiq．--tbUSa) 
= PVA X QVA +PINTA ×QINTA ，a∈A 

根据上文的分析，固定资产进项税应该通过资本的价格来刻画，从而将固定资产投入的进项税内 

化到 PVA中，也即： 

W K 一 (1-- tvakXleiv )W K，aEA 

PVAa—EWLXQLDa+WK×(1一tvak ×leiv )×QKD ]／QVA ，a6A 

对于来 自中间投入的进项税 ，应通过 PINTA来调整，根据征收比率的不同假定，可以得到 PIN— 

TA的三个不同表达式：对于原增值税纳税行业，我们有： 

PINTAa= ca×PQ一 ca×PQc( )leiva 
一 0．07ica 。 ey

， 
×PQ eyleiv ，a E A1 

对于扩围行业 ，有 ： 

PINTA~= ica PQc一 PQc( )lei 
一  

ica PQc( )leiva，a E A2 
对于其他行业 ，有： 

PINTA 一∑ica ×PQc，a∈A3 

综上分析，“营改增”CGE模型生产模块的构成如下 ： 

QA 一A [ QVA P +(1一 )QINTA ] ，a∈A 

丽PVAa一 ( )卜阳 b--1 QVA
． 

A — l— I 口 PINTA 
一 6 ＼ ／ ～ 一 

PA]-QA 一(Q --stock )而tvada l
eiva](1--tiqa--tb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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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A ×QVA +PINTA XQINTA ，aEA 

QVA 一A [ QL【)ap +(1__~va)QKD ] ，aEA 

W  L 
一  

1-- vaWK tvak leiv 
( QLDo)卜 ’a∈A (1一 X ) 

一  

＼ ／ 一 

PVA XQVA =WLXQLDa+WKX(1一tvak Xleiv )XQKD．，aEA 

QINT 一 ica。X QINTA ，a∈ A，c E C 

PINTA．= ca×PQc一 ica0．X PQc( )leiv 
一

0．O7ica 
， ×PQ leiv B，a E A1 

PINTA．= icaca×PQ一 ica~X PQc( )leiv 
一  

g-(72 
×PQc( )leiva，a∈A2 、1 1 L vdur 

PINTA 一 ica。X PQc，a∈ A3 

以上为“营改增”CGE模型生产模块的主要内容，该模型的其他模块主要借鉴标准的CGE模型。 

(三)宏观闭合规则。关于社会总投资，本文使用了陈烨等(2010)的处理方法，即认为资本总需求 

QKSACA3的增加可以部分影响社会总投资EINV。r为影响系数，取决于资本总需求的增加可以在多 

大程度上影响投资。 

EINV=EINVo+r(QKSAC~3--QKSAC_,Go) 

研究我国国情可以发现：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或者 

隐性失业。其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受利率和税收政策影响较小，而受政府行为影响较大。最后，我国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这三点正好符合凯恩斯闭合中生产要素具有价格下 

降粘性、经济主要依靠有效需求来拉动的本质，因此本文选择凯恩斯闭合作为CGE模型的闭合规则。 

W L=W L：WK=WK 

为了准确判定政策效果，本文将政府开支设为外生变量，允许财政赤字。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防止 

政府支出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夸大或缩小“营改增”的政策效果。 

本文通过选择宏观闭合规则来界定“营改增”对经济的不同影响时期。根据 Diamond(1965)模型， 

经济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的速度取决于资本收入在社会总收人中所 占的份额 ，根据 2010年中国投入 

产出表，这个份额大约为50 。而根据刘思跃和叶苹(2011)的研究成果，中国汇率变动在 9个月以后 

才开始对物价指数产生影响，而在第 18个月左右影响达到最大。因此，考虑到“营改增”本身的政策时 

滞，本文假设“营改增”在第一年内对国际贸易没有影响，而在第二年及以后充分影响国际贸易。 

1．第一年。陈烨等(2010)认为，中国有大量的闲置资本，资本需求的增加只有 5O 会转化为投 

资，因此 r=0．5。但根据戴蒙德模型以及我国的现状，经济每年大约以5O 9，6的速度向平衡路径收敛， 

因此，在第一年，本文取r=0．25。由于本文假设在第一年“营改增”不会影响国际贸易，假设外国部门 

储蓄不变。 

2．第二年。第二年经济进一步向平衡路径收敛，取 r=0．25X 1．5。对于国际贸易部分，在相对购 

买力平价理论下，将汇率与国外部门储蓄同时设置为内生变量 ，以更加准确地评价“营改增”对我国经 

济各个方面的影响。其中，EXR表示实际汇率，EXRo表示“营改增’ 之前的汇率，PGDP表示 GDP价 

格指数(初始价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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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R—EXRo XPGDP 

3．第三年及以后。在第三年及以后，国际贸易部分与第二年相同，同时投资需求完全实现，r取0．5。 

(四)数据来源与参数选择。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主要依靠《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2007年 

中国投入产出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11年中国税务年鉴》，社会核算矩阵使用交叉熵 

RAS法调平。CGE模型中的份额参数和规模参数通过 SAM表校准估算得到，模型中CES生产函 

数、Armington函数以及 CET函数中的替代弹性主要参考郑玉歆(1999)、GTAP5和王直(1994)的数 

据。在税率的选取方面，本文主要参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和其他政府文件。其中，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传输业采用 

税率 11 ，租赁业 17 ，其他“营改增”行业 6％。 

(Ni)政策情景设置。本文认为，除了设计税率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即征即退、财政补 

贴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某一行业的征收比率，从而影响这个行业的实际税负水平。 

根据上海市财政统计数据，上海市 2012年“营改增”试点企业累计缴纳增值税 240．1亿元。其 

中，一般纳税人 217．8亿元，占90．7 ．／J、规模纳税人 22．3亿元，占9．3 ，与缴纳营业税比较，试点企 

业累计减税 45亿元，两税税负减轻约 2O 。这是利用营业税与增值税测算方法不同而得出的减税 

幅度，是一种静态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营改增”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本文使用这种静态的概念作为 

“营改增”对经济的初期扰动。 

由于上海市经济高度发达，各行业中间投入占比一般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 2007年全国30 

省市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因此，上海市“营改增”减负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假设全国 

“营改增”的行业静态税负减轻 1O 9／6。 

2013年8月 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1+7”行业)“营改增”试点从部分省市推广 

至全国，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全国“1+7”行业扩围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行业范围(行业 

选择主要依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具体范围参照《中国 

2007投入产出表》的界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业”、“电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仓储业”、“租 

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四、模拟测算结果 

(一)“1+7”扩围对税收收人的影响。 

1．“l+7”扩围对税收收入总量的影响。图 

1展示了“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其中曲 

线 EF为“营改增”之前的税收收入增长曲线， 

在 t时刻开展“营改增”之后 ，瞬时税收收入立 

即由 A点下降到 B点 ，若不考虑“营改增”对经 

济的带动作用，税收收入会沿着 曲线 BG(与 

EF平行)继续增长，曲线 BG与 EF之间的距 

离即为“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静态影响。 

税收收入 

囤 1 “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营改增”会通过带动经济增 

长、扩大税基来带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曲线 BD表示“营改增”之后税收收入的增长路径。由于 EF 

为税收收入的最初增长路径 ，BD与 EF之间的距离才是“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净影响。可以看出， 

“营改增”在 C点之前使得税收收入减少，而C点之后则对税收收入具有带动作用。 

表 l给出了通过CGE模型测算的“l+7”扩围在不同阶段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在静态 

· 11 · 



财经研究 2014年第2期 

情况下，“1+7”扩围会使税收收入减少 2．148 。但是由于“营改增”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税基扩大， 

税收收入有所回升，第一年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回升到～0．754 ，第二年回升到 0．842 ，第三年及以 

后逐渐回升到 1．089 。 

表 1 “1+7”扩围对税收收入在不同阶段的影响 

静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一

2．148 一0．754 O．842 1．089％ 

根据中国财政部官方网站数据，我国2013年 1—6月税收收入完成59 260．61亿元，按这个测算， 

我国 2013年税收收入可以完成118 521．22亿元。因此，按照静态的观点，“1+7”扩围会使税收收入每 

年减少2 545．84亿元。但是，如果按照动态的观点，“1+7”扩围第一年会使国家税收收入净减少 

893．65亿元，第二年净增长 997．95亿元，第三年及以后净增长1 290．70亿元。 

图 2展示了“1+7”“营改增”对我国税收 

收入的净影响。可 以看出，“1+7”扩围之初， 2％ 

国家税收收入瞬时减少 2．148 ，但是这个负 1％ 

面影响在第一年迅速回升，并逐渐转为正值， 

在第二年逐渐放缓，在第三年趋于稳定。 一1％ 

2．“1+7”扩围对税收收入结构的影响。 -2％ 

(1)“1+7”扩围对宏观税负的影响。本文 

使用国家税收总收入与 GDP的比值来衡量我 

一  

／ T1 T2 T3 一 

／ 

图 2 “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净影响 

国的宏观税负，并使用“营改增”前后宏观税负的变化来判断“营改增”是否是一项减税政策。 

表 2 “1+7”扩围对宏观税负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一 0．372 ～0．359 一 O．356 

由表2可以看出，“营改增”对我国宏观税负的影响在政策实施后的几年内基本不发生变化，第一 

年宏观税负下降O．372 ，第二年下降o．359 ，第三年下降0．356 。可以看出，虽然在长期内“1+7” 

扩围使我国税收收入有所增长，但是宏观税负降低，其仍然是一项减税政策。 

(2)“1+7”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收收入的影响。 

表 3 “1+7”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收收入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第二产业 一4．377 一2．590 一2．314 

第三产业 一1．940 一0．427 一O．198 

由表 3可以看出，“1+7”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收收入的减少程度在第一年最大，其中第二 

产业两税税收收入减少 4．377 9／6，第三产业减少 1．94％；第二年和第三年 ，第二 、三产业两税税收收入 

有所回升，但最终的净影响仍然为负。并且，第二产业的两税税收收入减少程度均大于第三产业。 

表 4 “1+7”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负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第二产业 一O．110 一0．11t 一0．110 

第三产业 一O．117 一0．108 一O．106 

由表 4可以看出，“1+7”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负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同，且基本不随时间变 

化，税负减轻程度均在0．11 左右。综合来看，“1+7”扩围对第二产业的减税程度要大于第三产业。 

(3)“1+7”扩围对不同税种税收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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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7”扩围对不同税种税收收入的影响 

第一年 第一年 第三年及以后 

企业所得税 0．283 1．912 2．159 
个人所得税 0．069 1．382 0 o 1．579Yoo 

增值税、营业税 一3．335 一1．665 —1．409 0 0 

“营改增”之后，“营改增”行业原来的营业税变为增值税 ，使企业可税前列支项 目减少，企业所得 

税增加。因此 ，“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可区分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主要是 

由税法对营业税与增值税的不同处理方法造成的，而间接效应是由“营改增”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企 

业收入增加引起的，这两种效应均会使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增加。可以看出，“1+7”扩围对企业所得 

税税收收入的影响一直为正 ，并逐年增加，最终达到 2．159％。 

“营改增”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来促使个人所得税增长，由表5可以看出，第一年个人所得税增 

长 0．069％，第二年增长1．382 ，第三年增长 1．570 。“1+7”扩围对增值税、营业税两税收入的影响 

一 直为负，第一年两税收入减少 3．335 ，第二年减少 1．665Yoo，第三年减少 1．409 。 

图 3显示了“1+7”扩围对不同税种税收 

收入的净影响，其中 L1表示对税收总收入的 

净影响，L2表示对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净影响， 

L3表示对企业所得税收人的净影响，L4表示 一1％ 

对两税收入的净影响。可以看出，“1+7”扩围 一2％ 

对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 的正面影响要大 

于税收总收入，而对两税收入的影响为负。因 

此，“1+7”扩围可以增加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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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7”扩围对不同税种税收收入的净影响 

得税在税收总收人中的比重，而减少两税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从而具有优化税制结构的作用。 

3．“1+7”扩围对不同行业两税税负的影响。 

表 6 “1+7”扩围对不同行业两税税负的影响(O-位 ： ) 

行 业 税负变化 行 业 税负变化 

农林牧渔业 0．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一O．7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3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3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一O．24 建筑业 O．OO 

金属矿采选业 一O．21 交通运输业 0．05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0．14 仓储业 —2．37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一O．O4 邮政业 0．00 

纺织业 一O．O3 电信业 O．13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一O．11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51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一O．O5 批发和零售业 ——0．40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一O．09 住宿和餐饮业 0．00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一O．18 金融业 O．OO 

化学工业 一O．O9 房地产业 O．O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一O．O9 租赁业 一O．O9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一O．08 商务服务业 O．OO 

金属制品业 一O．11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O．27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一O．1l 综合技术服务业 ——0．6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1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O．OO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一O．1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O．OO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一O．1O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0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15 教育 0．00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O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49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一O．1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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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政策设计时假设扩围行业两税税负静态减少 10 ，这可以看作是扩围行业两税税负的短 

期变化；在长期中，各行业通过价格变化重新分享增值税扩围带来的减税收益，从而引起各行业两税 

税负的新一轮变化 。“营改增”对行业税负变化的影响是由政策设计、市场调节以及各行业 自身的特 

点共同决定的。 

表 6给出了“1+7”扩围对不同行业两税税负的影响，由于各行业税负变化在三个时期内基本相 

同，本文仅取第三期的变化。可以看出，“1+7”扩围时税负下降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为“仓储业” 

(--2．37 9／6)、“燃气生产和供应业”(--0．77 )、“综合技术服务业”(--0．61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51 9／6)以及“文化体育娱乐业”(--0．49 )。 

可以看到，“1+7”扩围之后，有两个行业两税税负上升 ，分别为“交通运输业”税负上升 0．05 ， 

“电信业”税负上升0．13 。由于本文在设置政策情景时假设扩围行业税负下降 10 ，即使国家通过 

政策设计使扩围行业静态税负下降，在长期中部分行业仍然可能出现税负上升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行业两税税负变化并不能说明各行业在增值税扩围中的受益程度，即“交通 

运输业”在扩围后两税税负上升并不能说明“交通运输业”在扩围中受损。这是因为增值税等于销项 

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当某一行业产出品或服务价格相对于其成本上升时，其销项税额的增长幅度有可 

能大于进项税额的增长幅度，则该行业增值税税负就有可能上升，但该行业产出品或服务价格相对于 

成本上升会带来行业利润的增加，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各行业扩围前后两税税负的变化来衡量增值 

税扩围前后各行业的受益程度。 

(二)“1+7”扩围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1．“1+7”扩围对 GDP的影响。索洛增长模 

型几乎是所有增长分析的起点，对于理解经济增 

长理论具有重要 的意义，因此本文使用索洛增长 

理论 的一些概念来解释“营改增”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图4展示 了“营改增”对我 国 GDP的影响。 

其中，AB为“营改增”之前 GDP的增长路径，根据 

索洛增长理论，GDP的平衡增长速度等于人口和 

技术的增长速度之和，AB的斜率表示 GDP的增 

GDP 

图 4 “营改增”对 GDP的影响 

长速度。在 t时刻进行“营改增”之后 ，GDP的增长路径由 AB变为 ACDE。在“营改增”之初 ，由于投 

资增加、资源配置优化，经济实现了短期内的快速增长，因此，CD段的斜率要大于 AB的斜率 ；在长期 

中，根据索洛增长理论，经济增长速度又重新收敛于人 口和技术的增长速度之和，因此 ，若不考虑“营 

改增”对人 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DE与 AB平行。由此可以看出，“营改增”能够在短期内加快经 

济增长速度 ，长期中增加经济总量。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速放缓并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的阶段，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为了方便理解，图 4假设我国经济正 GDP 

处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则AB的斜率恒定。 茬 
为了进一步说明“营改增”对经济增长速度 

的影响，图 5中进一步放开假定，假设我 国 

正处在平衡路径之前 ，其中 u 表示我国经 

济处在平衡增长路径时 GDP的增长速度， 

L2表示我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 。 

在 t时刻实施“营改增”之后，GD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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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由 A点开始加快，但是由于政策时滞 ，在 B点 GDP的增长速度达到最大，之后又重新放缓， 

并最终在 C点重新回归到 I 2。可以看出，“营改增”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短期的，而对经济总量 

的贡献是长期的。可以说，“营改增”对我国经济具有“水平效应”(即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但不具有 

“增长效应”(即对经济长期增长速度的影响)。即“营改增”在短期内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在长期中 

对经济增长速度则没有影响，但可以增加不同时点的经济总量。 

表 7 “1+7”扩围对 GDP的净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0．571 2．141 2．380 

表 7给出了使用 CGE模型测算的“1+ 盟 

7”扩围对不同阶段 GDP的净影响，这里所 

指的净影响是指图 4中曲线 CDE与 CB之 

间的垂直距离，是“1+7”扩围对经济增长 1．57 

的额外贡献。可以看 出，第一年“1+7”扩 

围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为 0。571 ，第二年 o·57 

时，第一年就业总量净增长 O．053 ，第二年净增长1．523％，第三年净增长 1．744 。 

表 8 “1+7”扩围对居民就业总量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就业 0．053 1．523％ 1．744 

表 9 “1+7”扩围对三次产业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农业 0．384 1．971 2．192 

工业 1．087 3．006％ 3．286 

服务业 0．896 2．224％ 2．425 

由表 9可以看出，“1+7”扩围对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加，第一年略有增加，第二年增长最 

多，到第三年基本稳定。其中，虽然“营改增”是在服务业开展的改革，但是“1+7”扩围对第二产业的 

带动作用要大于第三产业，对农业的影响最小。从最终结果来看，“1+7”扩围可以使农业总产值净增 

长 2．192 ，工业总产值净增长 3．286％，服务业总产值净增长 2．425 。 

3．“1+7”扩围对各行业总产出的影响。表 10给出了“1+7”扩围对各行业总产出在三个阶段的 

不同影响。可以看出，“1+7”扩围对各行业总产出的带动作用随时间不断增加，其中在第三阶段总产 

出增加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7．40 )、“仪器仪表及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67 )、“仓储业”(5．O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3．99 oA)以及“金属矿采选 

、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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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7”扩围对各行业总产出的影响(单位： ) 

行 业 第一年 第一年 第三年及以后 

仓储业 O．38 1．97 2．1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57 3．29 3．56 

综合技术服务业 1．51 3．43 3．68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54 3．51 3．8l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3 2．67 2．97 

批发和零售业 0．61 2．O9 2．3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6 2．51 2．7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54 2．61 2．82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O．67 2．37 2．64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O2 2_87 3．1O 

金属矿采选业 1．57 3．21 3．47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O9 3．12 3．36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O．93 2．2O 2．5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26 3．02 3．33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1．27 3．22 3．5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14 2-82 3．14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1．32 2-89 3．17 

金属制品业 1．31 3．32 3．61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2．O2 7．13 7．4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97 5．40 5．6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O．68 2．60 2．8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8 3．12 3．38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17 3．76 3．99 

化学工业 1．52 3．10 3．32 

租赁业 O．56 1．29 1．66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38 2．92 3．17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32 4．74 5．O2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1．O2 2．57 2．78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1．29 2．75 2．98 

纺织业 1．39 3．05 3．33 

住宿和餐饮业 1．24 2．98 3．2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70 2．14 2．36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O．79 2．49 2．73 

教育 O．47 1．80 2．O3 

建筑业 1．45 3．O6 3．3O 

邮政业 O．72 2．56 2．78 

金融业 1．15 2．55 2．71 

房地产业 1．37 2．77 3．O1 

商务服务业 0．64 1．42 1．5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O．79 2．23 2．45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O．26 O．77 0．84 

农林牧渔业 O．63 1．49 1．62 

交通运输业 1．40 2．63 2．80 

电信业 O．2O O．29 O．30 

五、结 论 

理论界对我国增值税扩围问题的研究涉及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局限于 

局部均衡分析，忽略了增值税扩围所带来的一些间接效应和衍生效应。同时，学术界与政策研究机构 

的研究更倾向于分析增值税扩围的静态效应，而对增值税扩围对经济在不同阶段影响的研究一直是 

空白。本文通过构建中国“营改增”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模拟测算增值税扩围对我国经济各个方 

面的影响，并通过设置闭合规则来测算“1+7”扩围在不同阶段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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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收入方面。通过 CGE模型的测算，本文认为“1+7”扩围在不同阶段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差异很大：在静态分析下，“1+7”扩围会使税收收入减少 2，148 ，按照 2013年 1—6月税收收入测 

算，大约相当于减少 2 545．84亿元；在动态分析下，“1+7”扩围第一年使国家税收收入下降0．754 ， 

大约相当于国家税收收入减少 893．65亿元，第二年回升 0．842 ，大约相当于国家税收收入增加 

997．95亿元，第三年及以后逐渐回升 1．089 ，大约相当于国家税收收入增加 1 290．7亿元。 

虽然“1+7”扩围长期使国家税收收人不降反增，但是由于“1+7”扩围之后国家宏观税负下降约 

O．356 ，“1+7”扩围仍然是一项减税政策。而且由于“1+7”扩围过程中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 

增长速度均大于国家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1+7”扩围还具有提高直接税在税收收人中的比重、优化 

税制结构的作用。另外，虽然“营改增”是在服务行业开展的改革，但是“1+7”扩围时工业的减税幅度 

要大于服务业，在长期中工业两税税收收入减少 2．314 ，服务业减少 0．198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短期内通过税制改革使扩围行业税负下降，在长期中各行业通过价格 

变化重新分享增值税扩围带来的减税收益，仍然有部分行业会出现税负上升的现象。根据本文的测 

算，“1+7”扩围之后 有两个行业两税税负上升，分别为“交通运输业”税负上升0．05 ，“电信业”税负 

上升 0．13 。 

(二)经济影响方面。“1+7”扩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最大特点在于，若不考虑“营改增”对技术进 

步的影响，“1+7”扩围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即“1+7”扩围在短期内可以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长期中只能提高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不变。根据测算，“1十7”扩围可以 

在第一年带动GDP净增长 0．571 ，第二年净增长 2．141 ，第三年及以后净增长 2．38 。在对经济 

增长速度的影响方面，“1+7”扩围对 GDP增长速度的净影响在第一年缓慢上升，到第二年达到最高 

点，之后急剧下降，最终 回落至 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7”扩围虽然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业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在长期中，“1+7”扩围可以带动农业增长 2．192 ，带动工业增长 3．286 ，带动服务 

业增长 2．425 。可以看出，虽然“营改增”是在服务业推进的改革，但是“1+7”扩围对工业的带动作 

用要明显大于服务业。同时，“营改增”还可以带动就业增长，“1+7”扩围可以在第一年带动就业增长 

0．053 9／6，第二年增长 1．523 ，第三年及以后增长 l_7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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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ffect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on Fiscal Revenues and the Economy： 

Analysis Based on CGE M odel 

TIAN Zhi—wei，HU Yi—j ian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e impacts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on fiscal revenues and the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se effec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re important is— 

sues in government macro decision—making．This paper uses CGE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1+ 7”VAT reform on the economy at different stages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filling the re— 

search gap in this field．As for tax revenues，the stat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1+ 7”VAT reform 

leads to the reduction in tax revenues by 2．14 ；the dynamic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1+ 7”VAT 

reform results in the reduction in tax revenues by 0．754 9／6 in the first year，and the rise in tax revenues 

by O．842 in the second year and by 1．089 in the third and subsequent years．As for economic 

effect。the“1+ 7”VAT reform only has horizonta1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rather than increase 

effect．namely the“1+7”VAT reform can improve the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but can only improve economic aggregate and has no effect on the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 

Key words：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 ；V T reform；tax revenue；economic effect；CGE 

model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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