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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存在买税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买方被逼税、卖方有税卖，根治方法是必须该收的尽收以消除卖方、不该收的就

不收以消除买方，买卖税可以通过建立制度模型进行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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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买税现象的存在原因及其根治

买税，是指乡镇政府用自定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地纳税

人在本乡镇缴税的现象或者过程。买税在基层有“引税”、“挖

税”、“协税”等多种称呼。我们以税率为 5%的营业税为例简述

买卖税现象。若某乡镇政府（买税方）向纳税人许诺在本乡镇

只需按照 3%缴税，则“交易”一般可达成，但该乡镇仍须按照

5%的法定税率解缴税款，其中的差额就成为该乡镇政府的买

税成本。可见，买税表面上并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但干扰

了税收征管秩序，而且对乡镇政府来说，买税会导致延期爆发

的乡镇财政危机，形成乡镇政府未来债务。同时，由于买税过

程中发生的接待、回扣等费用，均是暗箱操作的，一些乡镇干

部借此虚列成本，捞取好处，很容易滋生腐败，甚至诱发犯罪。

更令人担忧的是少数地方长期买税，导致地方经济出现严重

的泡沫化。不管形式如何，买税在本质上属于违法行为。本文

试对买税现象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试图建立根治买税行

为的制度模型。

一、买税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

1. 逼税效应导致买方市场的存在。在广大农村，县、乡

（镇）将税收任务逐级分解、下压，将这种任务涂上浓厚的政治

色彩，每年税收任务的完成均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负总

责、亲自抓，“一票否决”、“不交票子就交帽子”（若完不成税收

任务，乡镇“一把手”就有丢官的危险），这通常是县领导对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在财税工作上的通俗命令和“基本要求”，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则在无可奈何之下毫不犹豫地把这种

压力转嫁给其辖下的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这就形成了农村基

层干部群众戏称的县、乡（镇）财税工作中的“逼税”现象。客

观地说，在基层农村，逼税现象早已存在，而且目前在中西部

地区的许多贫困地区仍然存在。

固定的税收增长率，导致相对贫困的地区税收增量成为

无源之水，基层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被逼买税。由此可见，

在没有税源的情况下，逼税是形成买税现象的最直接原因。而

从间接原因来看，买税对于乡村干部来说，短期内还可以取得

一举两得的效果：一方面，可以从数量上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

任务；另一方面，买方由于给予了卖方足够的回扣等，也可以

达到办公事、交私情的效果。由此可见，“由被逼税转为自愿买

税”而形成的买方市场，成为买税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刚性的税收增长率（或增长基数）导致卖方市场的存

在。税收来源于经济，税收的增长理应与经济增长保持较为一

致的同方向线性关系。相对富裕的地区应该缴纳相对较多的

税，如果有税未缴完，不但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税收原则，

还因此形成卖方市场，而买税现象的存在，与卖方市场的存在

是分不开的。卖税方的存在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相对富裕的乡镇不愿意“超额”缴税，因为一旦其已

经完成了税收任务，继续缴纳（超额完成）会导致本期增长过

快，而税收增长率的刚性化会加大下期的税收增长基数，导致

下期税收任务的增长，从而增大乡镇干部下期的风险和负担。

其次，反过来思考，若是本期只完成较少的增长任务，则至少

可以给本地区带来以下直接“好处”：第一，直接降低该地区

下期的税收增长基数，减轻本地区下期完成任务的压力；第

二，对未缴纳部分税收若能全部卖出去，可以增加本地区的可

支配收入；第三，对未缴纳部分税收若没有全部卖出去，则藏

富于民，对于地方经济的近期发展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可见，

无论卖税成功与否，都不会对卖方自身造成任何损失（当然给

国家造成了损失）。由此可见，固定的税收增长率（或增长基

数）会导致形成税收卖方市场，这也是形成买税现象的主要原

因之一。

二、根治买税行为的制度模型

笔者认为，买税行为的存在，应该从制度上去找原因，这

样才能从根源上杜绝其发生。如果能从制度层面限制卖方的

出现，买方再想买税，也只是空想；如果不逼买方完成刚性增

长的税收任务，卖方再想卖税也无人买。

消除税收买卖方存在的条件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

不向买方逼税以消除买方，另一方面征完卖方应缴纳的税以

消除卖方。由此可见，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该收的尽收、绝对不

缺位以消除卖方；不该收的不收、绝对不越位以消除买方。如

何做到这一点，我们试建立模型从源头上控制买卖税，分别对

以 GDP为参数计算系数和考虑 2个以上参数计算综合系数

的情况举例分析。

假定有 A、B 两个乡镇，A乡镇比较富裕，B 乡镇比较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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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再引进一个 C乡镇，并且假定 C乡镇的贫富程度为本区

域（可以是全国、全省或者全县等）的平均水平。以下分两种情

况举例分析贫富系数的计算和税收增长率（或增长基数）的

确定。

1. 只考虑 GDP单一参数的情况（假定各乡镇人口相同）。

假定 A、B、C三个乡镇所在地区 2008年确定的税收增长率为

20%，A乡镇上年的 GDP为 7.5亿元，B乡镇上年的 GDP为

3.5亿元，C乡镇上年的 GDP为 5亿元。假定 A、B、C三个乡

镇上年税收合计为 8 000万元，其中 A乡镇 3 600万元，B乡

镇 1 600万元，C乡镇 2 800万元。我们认为，此时 B 乡镇一

般难以正常完成税收任务，A乡镇则有未被征完的税，正常情

况下是 B乡镇到 A乡镇买税。如果简单按照税收增长率确

定A、B、C三个乡镇 2008年的税收任务，则有：A乡镇的税收

任务为：3 600伊（1+20%）=4 320（万元）；B乡镇的税收任务为：

1 600伊（1+20%）=1 920（万元）；C乡镇的税收任务为：2 800伊

（1+20%）=3 360（万元）。显然，B乡镇由于 GDP蛋糕太小，会

被逼到 A乡镇买税。

若仅以 GDP为标准来确定贫富程度，且假定 C乡镇的

贫富系数为 1，则有：A乡镇的贫富系数为：7.5/5=1.5；B乡镇

的贫富系数为：3.5/5=0.7。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种计算

各个乡镇税收增长率（或增长基数）的办法。

第一种计算方法是未来适用法。即不考虑 2007年（基数

年份）本身的不正常情况。根据案例直接计算出 2008年 A、B、

C 三个乡镇的税收增长率分别为：C 乡镇的税收增长率为

20%；A乡镇的税收增长率为：20%伊1.5=30%；B乡镇的税收增

长率为：20%伊0.7=14%。三个乡镇 2008年的税收应该分别为：

A乡镇：3 600伊（1+30%）=4 680（万元）；B乡镇：1 600伊（1+14%）

=1 824（万元）；C乡镇：2 800伊（1+20%）=3 360（万元）。则 A、B、

C三个乡镇 2008年的税收总额为：4 680+1 824+3 360=9 864

（万元），税收总体增长率为：（9 864/8 000-1）伊100%=23.3%。

第二种计算方法是追溯调整法（追溯一年确定基数）。即

考虑 2007年（基数年份）本身的不正常情况，调整基数后再计

算税收增长率。我们必须首先调整 2007年 A、B、C三个乡镇

的基数，然后进一步计算出 2008年 A、B、C三个乡镇应完成

的税收任务。

第一步，调整 2007年的计算基数（见表 1）。

第二步，按照统一的税收增长率计算 2008年税收总额的

分配情况（见表 2）。

由此可见，A、B、C三个乡镇 2008年的税收总额为 9 600

万元。税收总体增长率为：（9 600/8 000-1）伊100%=20%。

第三种计算方法，按照上级给定的税收任务在对 2007年

的计算基数不进行任何调整的情况下，结合 A、B、C三个乡

镇的贫富系数倒算确定 2008年的税收任务（见表 3）。

从实际情况分析，我们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计算方法在

各地区 GDP增长速度一致的情况下，其本质是相同的，也是

切实可行的，既考虑了各地区的税收增长额及增长后的总量，

又考虑了各地区 GDP的实际情况，而且使 A、B、C三个乡镇

的税收总体增长率为 20%。

2. 结合其他参数综合分析。如果仅仅以 GDP为参数计

算系数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则可以适当引进一些其他参数，如

各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等。以下我们以同时考虑 GDP和

人均收入两个参数计算综合系数为例进行分析。本例中假定

GDP系数的权数为 0.8，人均收入系数的权数为 0.2，实践中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见表 4）。

可见，由此计算出的综合系数更具有科学性，然后根据综

合系数进一步计算各个地区的税收增长率（或增长基数），步

骤与上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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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调整后2007年的税收基数渊万元冤

税收增长率渊以GDP为标准确定冤

2008年税收任务渊万元冤

A乡镇 B乡镇 C乡镇 合计

4 635

20%鄢

5 562

961

20%鄢

1 153.2

2 404

20%鄢

2 884.8

8 000

要

9 600

表 2

注院鄢假定各乡镇 GDP增长速度一致袁所以税收增长率也
一致遥

A

B

C

合计

3 600

1 600

2 800

8 000

1.5

0.7

1

要

5 400

1 120

2 800

9 320

1.03

1.03

1.03

要

5 562

1 154鄢

2 884

9 600

乡镇
（1）

2007年税收
收入（万元）
（2）

贫富
系数
（3）

税收定额
（万元）

（4）=（2）伊（3）

调整系数（5）
=9 600/9 320

2008年税收任务
（万元）

（6）=（4）伊（5）

表 3

注院鄢项含有尾差调整遥

表 4

注院1.52=1.5伊0.8+1.6伊0.2；0.72=0.7伊0.8+0.8伊0.2。

A

B

C

7.5

3.5

5

GDP系数
（权数：0.8）

1.5

0.7

1

5 000

2 400

3 000

人均收入系数
（权数：0.2）

1.6

0.8

1

1.52

0.72

1

乡镇
GDP
（亿元）

人均收入
（元） 综合系数

项 目

调整前税收收入渊万元冤

调整系数渊以GDP为标准确定冤

税收定额渊万元冤

调整后的税收基数渊万元冤

A乡镇 B乡镇 C乡镇 合计

3 600

1.5

5 400

4 635

1 600

0.7

1 120

961

2 800

1

2 800

2 404

8 000

要

9 320

8 000

表 1

注院4 635=5 400伊8 000/9 320曰961=1 120伊8 000/9 320曰 鄢项
考虑了尾差调整遥

鄢

援 中旬窑29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