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探索

29

《统计科学与实践》2014年1期

甄明霞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 200003）

上海税收与GDP的比例关系研究

摘要：在介绍税收与GDP之间基本关系的基础上，对上海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进行了

分析。虽然上海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长期高于全国水平，但上海税收增长与GDP增长的趋势长

期保持一致。从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以及转型发展等角度看，上海税收收入相当于

GDP的比例偏高具有合理性，GDP与税收之间的关系也符合实际情况。应正确认识上海税收收入

与GDP的比例关系，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将继续处于周期性高企阶段，同时重视税收政策对宏

观经济调节的作用，这在经济发展转型阶段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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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下，经济发展效益与质量也是影响税收收入的重要因素。

从最终使用的角度看，差异性主要体现为GDP核算进出

口的净流出，即进出口的净值，而税收的基础是进口和出口，

不仅征收关税还要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同时对出

口实行退税。

2012年，上海税收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为51.8%，北

京为50.8%，上海和北京这一比例关系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和其他省市。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为

21.3%。从变动趋势看，上海、北京与全国一样，税收收入相

当于GDP的比例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图1）。长期以来，上海

税收也是中央财政的重要税收来源地，上海GDP占全国的比重

在5%左右，而税收收入占全国比重达到10%以上。

图1 上海、北京与全国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

（三）使用过程中的税收和GDP的关系

（一）上海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长期高于全国水平，

与北京基本相当

二、上海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

经济发展是决定税收收入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而经济

发展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增速，更包括经济结构、功能定位、发

展效益等。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GDP可以说是最大口径

的税源，但GDP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部，税收与GDP在总量上

也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税收

与GDP的比例关系也会存在很大差异。

税收与GDP都是反映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宏观经济

指标。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

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在生产、分配和消费

等不同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可以从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

种角度进行经济总量的核算。税收收入是GDP在一定税收制度

下分配的产物，它既来自生产过程，也来自分配和使用过程，

即税收活动分布于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各个环节。

生产环节的税收主要表现为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

转税税种，与三次产业发展直接相关。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

业税负最低，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税负最高。因此，产业

结构是影响宏观税负的重要因素。

从GDP收入法核算的角度看，GDP由劳动者报酬、生产

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组成。生产税净额既

是GDP的组成部分，也是初次分配过程中税收的最直接来源。

而在GDP生产环节征收流转税后，对企业和个人征收所得税，

就是再次分配的过程。因此，在流转税和所得税叠加的税制结

一、税收与GDP的基本关系

（一）生产过程中的税收与GDP的关系

（二）分配过程中的税收与GDP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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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上海海关代征税与GDP的比例关系

2.金融交易功能——证券交易印花税。上海税收总收入中

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为上交所的全部股票成交额交纳的税

收，既包括上海本地的机构和个人，也包含非上海的机构和个

人。而反映在上海GDP中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比反映在上海

税收总收入中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要小得多，仅为上海本地的机

构和个人在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股票成交额缴纳的部分。

3.总部经济特征——企业所得税。上海总部经济功能不断

提升，积聚了相当规模的跨国和跨地区公司总部。跨国、跨地

区企业的所得税由总部在上海统一汇算清缴，这部分因总部在

上海而缴纳的所得税包含不在上海的分支机构缴纳的部分，而

非沪企业形成的增加值不计入上海GDP。2012年，上海企业

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0.3%，相当于GDP的比例为

10.5%（图4）。

图4 上海企业所得税与GDP的比例关系

1.从产业结构因素看，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高，带动税收

与GDP的比例上升。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对税收贡献的差异

性很大。一般来说，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税负较轻，第二

产业税负次之，第三产业税负较重，这也意味着第三产业在经

济中比重越高，税收与GDP的比例关系也会相应上升，这也是

形成上海税收收入与GDP比例偏高的重要因素。从产业结构

看，2012年，上海三次产业结构为0.6∶39.4∶60，第二、第

三产业比重合计超过99%，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达到60%的重

要水平线，这也意味着进入服务经济发展阶段。而全国三次产

业结构为10.1∶45.3∶44.6，上海第三产业比重高出全国

（二）产业和行业结构特点形成的税负差异因素

（二）上海税收增长与GDP增长的趋势保持一致，税收

占全国的比重也随着经济总量比重的变动而变动

（一）上海城市功能地位形成的税收集聚因素

1994年 以 来 ， 剔 除 物 价 因 素 的 税 收 增 长 变 动 趋 势 与

GDP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税收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

一致。如1998年、2001年、2009年是经济增长的低谷年份，

税收增长也相应放慢；而2003年、2004年和2007年是经济增

长的高峰年份，税收增长也相应加快（图2）。但从波动幅度

看，GDP和税收增长的波动幅度有明显差异，GDP增长比较

平稳，波动较小，而税收收入增长的波动性较大，这也说明税

收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GDP的增长，还要受其他多种因素的

影响。

图2 上海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变动趋势

从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以及转型发展等角度

看，上海税收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偏高具有合理性，并且从

趋势看，GDP与税收之间的关系也符合实际情况。

上海“四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定位，特别是国际贸易中

心、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功能不断发展突破，形成相关税收收

入在沪的集聚效应。如贸易口岸功能形成的海关代征税、金融

交易功能形成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部经济发展形成的企业和

个人所得税等。这些税收有相当比例为不在沪企业和个人缴纳

的税收，而从统计角度看，GDP核算遵循的是“在地原则”，

这些企业和个人产生的GDP与上海无关，由此拉高了税收收入

与GDP的比例关系。

1.口岸贸易功能——海关代征税。从上海口岸贸易功能角

度看，上海口岸贸易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与海关代征税占全国的

比重基本一致，这说明税收与贸易功能的紧密关联性。

2012年，上海关区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20.7%，海关代征

税占全国的比重为19.4%。从上海税收的角度看，2012年，

上海海关代征税占全市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达到

27.7%，相当于GDP的比例为14.3%（图3）。

三、上海税收收入与GDP比例关系偏高的

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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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将趋于平稳

（三）重视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调节的作用，这在经济发

展转型阶段更为重要

199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剔除物价因素的上海税收增

长均高于经济增速，并且波动变化较大，这与经济发展周期紧

密相关。1992年开始，上海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速，

经济处于上行周期，税收收入也将加快增长，并快于经济增

速。2003年和2007年两个经济增长高峰，税收弹性系数也高

达2.5和3.4。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自身转型的双重

因素影响下，经济增速放缓，税收收入增长也相应放缓，税收

弹性系数也出现下降。2012年，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弹性

系数下降到0.7（图5）。从趋势看，上海经济转型将是长期的

过程，经济增速放缓也是必然趋势，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

数也将趋于平稳，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将持续保持一致。

图5 上海税收收入与GDP的弹性系数变化情况

从税收政策看，一直以来更多的是以税收增长为目标，但

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未被充分重视。这体现在经济增长和

税收与GDP的比例关系走势并不一致，特别是2008年以来上

海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税收与GDP的比例仍在继续提高。这

与国外发达国家的GDP增速和税收与GDP比例趋势的基本一

致有很大差异，由此反映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很弱。

从另一角度看，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宏

观税负水平，要高度重视宏观税负的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阻

碍作用，形成拉弗曲线效应。

图6 经济增长和税收与GDP比例的变动趋势

（责任编辑：周群艳）

15.4个百分点。从这一角度看，大城市的税收收入相当于

GDP的比例会相对偏高，如北京、天津、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

这一比例关系也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自治区。

表1 上海三次产业结构与税收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2.从行业结构看，高税负行业占比较大，拉高了税收与

GDP的比例关系。烟草、汽车、石化、房地产、金融、批发

与零售行业均为高税负行业，这些行业在上海经济结构中占比

较高。从烟草、汽车和成品油来看，其消费税收入对总体税收

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2012年，三者合计占全市国内消费税

的比重为65%左右。从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三个

行业看，2012年三者合计税收收入占第三产业税收的比重达

到71.3%，也由此拉高了第三产业税收与其增加值的比例关

系。

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实质上即是宏观税负，反映

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力集中与分散程度的指标。从我国税制体制

看，实行统一税率，地方调整的空间很小，从地区层面看，用

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来衡量宏观税负并不客观，但其趋

势变化仍具有参考价格。具体如下：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上海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994-1999年，税

收收入与GDP的比例水平处于30%以下；第二个阶段为2000-

2006年，这一阶段比例水平保持在30%-40%之间；第三个

阶段为2007年以来，超过40%，其中2007年和2012年均超过

50%。从周期特点看，前两个阶段税收与GDP的比例水平总

体表现为平稳上升，第三个阶段则加快上升趋势。税收收入与

GDP的比例较高也反映出上海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和转型发展

的深入。随着经济发展转型的不断深化，经济发展阶段的提

高，特别是上海城市功能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等因素的

推动下，税收与GDP的比例仍将延续目前的趋势，偏高态势将

长期存在。

四、正确认识上海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关系

（一）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将继续处于周期性高企阶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