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税收征纳博弈环境与行为假设

在税收分配关系中，征纳是一对矛盾，征纳双方存在着

对立性和相互竞争性。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因而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便演变成一个偷税与反偷税的博弈过程。

为更好地理解这个博弈过程，现作如下假设：

员援 外部性假设。即税收系统的外部行为的渗透及其非市

场属性的蜕变，换句话说，税收系统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

由于这种干扰，非市场属性的税收系统内部也存在某些交易

行为。

圆援 理性经济人假设。即征税人和纳税人都是理性经济

人，都是风险规避者。在行动中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以

此作为自己行动决策的依据。

猿援 不完备性与非一致性假设。不完备性主要是指税制本

身的缺陷，如税种结构不合理、税率配置不协调以及计税依

据不明确等。非一致性主要是指税收政策的时间差异和地域

差异。

源援 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假设。客观上，由于征税人对纳

税人的交易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此对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也

不能完全确认，造成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

缘援 不等量原理与串谋假设。由于存在非政策的人为与技

术因素，使得实际税收永远小于名义税收，这就是税收的不

等量原理。串谋是税收征纳双方的默契与合作，这一现象在

法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并非小概率事件，可以说这

是一种隐蔽性税收漏洞。

二、纳税人行为分析

员援 纳税人逃税策略分析。

（员）一般逃税策略。纳税人在逃税的过程中要考虑两个

因素：一是被惩罚的力度，二是被查出的概率。我们可构造一

个惩罚函数，并以偷逃税的惩罚为代表。对逃税的惩罚一般

包括追缴税款和处以罚款，而罚款的额度限制在逃税额的五

倍以内。若以 载表示逃税额，则惩罚函数可以表示为：

云（载）越（员垣运）载

上式中，员臆运臆缘，运越运（载）是 载的增函数。

由于逃税行为不是每次都会被发现，其被查出的概率只

是一个小于 员的 孕值（孕为纳税人逃税行为被查出的概率）。

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被查出的理论支付函数是 孕云（载），即

孕（员垣运）载（园臆孕臆员）。如果逃税被查出，只是被追缴税款和处

以罚款。当被查出的概率较小时，纳税人就可能逃税，当然，

条件是满足下式时：

孕（员垣运）载越载

逃税是无成本的。这里的 运是随 载变化的，可将 运视为

一个政策因子，一个确定的 运值也就对应一个确定的 孕值。

上式左端是 载级逃税的支付函数，右端是逃税额度。由 载决

定的 运可被称为 载级逃税的边际罚款力度。逃税额度 载之

所以成为某级逃税，是因为边际罚款力度 运在理论上是根据

载的大小（或占应税额度的比例）属于某一档次所决定。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逃税是纳税人主动的理性行为，因

此最小逃税空间是纳税人必然占有的领地，但纳税人策划的

是更大的逃税空间。

（圆）串谋逃税策略。由于纳税人有主动逃税的倾向，若无

有效的监管手段，一般不会自觉地遵从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

而会在暗地里积极寻求逃税庇护和合作对象。最直接的庇护

来自于税收征管人员，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即是博弈双方的串

谋。税收征纳博弈原本只是一种监督博弈，因为税收征管主

体是执法机关，监督纳税人照章纳税是其执法行为。只要纳

税人与税收监管人串谋，逃税就变得很容易了。

圆援 税收征纳矛盾冲突与均衡。由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

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使得偷税、漏税与反偷漏税的

对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方面，一些纳税人总想挤占税收

空间而获取一部分暴利，想制造最大的税收漏洞空间；另一方

面，税收征管主体力求使税收流失最小化和税收漏洞空间最

小化。这一对矛盾冲突表现在双方的应对策略上。在税收征管

主体的打击和防范中，纳税人的战略目标是实现最小期望中

的最大值；而在与纳税人的对抗中，税收征管主体的战略目标

是实现可能发生的税收流失最大量中的最小值。

如果税收征纳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出现了纳税人最小期望

中的最大值与可能发生的税收流失最大量中的最小值相符，

双方的对抗就会形成僵局，纳税人的逃税行为将会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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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果税收征管稍有放松，就将产生更多的税收流失。因

而在宏观上和全局上，税收征纳博弈具有零和博弈的本质特

征。

三、税收征纳博弈模型的建立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设博弈是静态的，则对应双方的得

益矩阵如下表所示。

其中：悦表示稽查成本；杂表示应纳税额；云表示被稽查出

的罚款，且 悦约杂垣云；砸表示纳税人不诚实而受到的惩罚。

在上述矩阵中，若给定征税人采取稽查策略，则纳税人的

最佳选择是诚实，因为原杂跃原砸原云原杂；若纳税人的策略是诚

实，则征税人的最佳策略是不稽查，因为 杂跃杂原悦。若给定征税

人采取不稽查的策略，纳税人则会选择不诚实，因为 园跃原杂；

若纳税人不诚实，则征税人的最佳策略是稽查，因为 杂原悦垣云跃园

……如此循环，没有一个策略组合能构成纳什均衡。但是考

虑纳税人、征税人随机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则该博弈存

在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下面运用混合策略博弈进行分析。在混合策略博弈中，

对于一方的某个策略，另一方只有采取混合策略，即以一定的

概率在策略空间进行选择，不追求一次博弈的得益最大，而是

谋求多次博弈的期望得益最大。混合策略博弈中双方进行决

策的一个原则是各自选择每种策略的概率恰好使对方无机可

乘，即让对方无法通过有针对性地倾向某一策略而在博弈中

占上风。所以征税人选择稽查的概率一定要使纳税人选择不

诚实的期望得益和选择诚实的期望得益相等；同样，纳税人选

择诚实和不诚实的概率也要使征税人选择稽查的期望得益与

选择不稽查的期望得益相同。

假设征税人的混合战略为 孕员越（载，员原载），选择稽查的概

率为 载，则选择不稽查的概率为 员原载。假设纳税人的混合战

略为 孕圆越（再，员原再），即纳税人选择不诚实的概率为 再，选择诚

实的概率为 员原再。那么，征税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哉越（孕员，孕圆）越载［（杂原悦垣云）再垣（杂原悦）（员原再）］垣（员原载）

［园再垣杂（员原再）］越载（杂再垣云再原悦）垣杂原杂再

对征税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关于 载求导后，整理可得：再越

悦 辕（杂垣云）。

而纳税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灾（孕员，孕圆）越再［载（原砸原杂原云）垣园（员原载）］垣（员原再）［载（原杂）垣

（员原载）（原杂）］越再（原载砸原载杂原载云垣杂）原杂

对纳税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关于 再求导后，整理可得：载越

杂 辕（砸垣杂垣云）。

综上所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载越杂 辕（砸垣杂垣云），再越杂垣

云垣孕垣匝，即税收机关以 杂 辕（砸垣杂垣云）的概率检查，纳税人以 悦

辕（杂垣云垣孕垣匝）的概率选择不诚实。或者说，在所有纳税人中，

有 悦 辕（杂垣云垣孕垣匝）比例的人选择不诚实，员原悦 辕（杂垣云垣孕垣匝）

比例的人选择诚实；征税人随机地检查 悦 辕（杂垣云垣孕垣匝）比例

的纳税人的纳税情况。

四、税收征纳博弈模型的分析

由模型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征纳博弈的纳什均衡与应纳

税款 杂、对纳税人不诚实纳税的处罚 云、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

悦、国家对税务机关的奖励 匝和惩罚 砸以及纳税人不诚实给

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砸有关。对纳税人而言，检查成本越高，

对偷逃税的处罚越轻，国家对税务机关的处罚与奖励越轻，纳

税人偷税的概率越大；反之，纳税人偷税的概率越小。如果税

务机关稽查的概率小于 杂 辕（砸垣云垣杂），纳税人的最优选择是

偷税；如果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大于 杂 辕（砸垣云垣杂），纳税人的

最优选择是诚实纳税；如果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等于 杂 辕（砸垣

云垣杂），纳税人会随机地选择偷税或诚实纳税。对征税人而言，

对偷税行为处罚的力度越重，纳税人不诚实纳税的诚信道德

影响越大，需要稽查的概率越小；反之，稽查的概率越大。如果

纳税不诚实的概率小于 悦 辕（杂垣云垣孕垣匝）（孕为国家对税务机关

未查出逃税行为的惩罚），征税人的最优选择是不稽查；如果

纳税人不诚实的概率大于 悦 辕（杂垣云垣孕垣匝），征税人的最优选

择是稽查。如果纳税人不诚实的概率等于 悦 辕（杂垣云垣孕垣匝），

征税人会随机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五、完善税收征纳体系的建议

目前，我国的税收流失现象严重，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

失，按照以上博弈分析，为了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税务机关

依法征税，笔者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和对策。

员援 降低税收稽查成本。降低稽查成本是防止税收流失的

有效措施之一。为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淤建立起对纳税

人的监督机制和信息获取机制。于采用科学的稽查手段和先

进的稽查技术。可以实行电子稽查，也可以将稽查任务交给社

会中介机构，税务机关仅对重要案件进行直接稽查，从而降低

稽查成本。

圆援 加大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力度。因为税收犯罪是一种特

殊的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可以考

虑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保障审理涉税案件顺畅，从而形成强

大的威慑力量，以有效地遏制偷税行为，减少税收流失。

猿援 建立完善的税收信用体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

作：淤加快税收信用立法工作。我国目前信用法制建设几乎为

空白，因而要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防止政府的不当干

预。于加快税收信用数据库的建立，促进税收信用机制的科学

运行。我国要在短期内尽快建立税收信用数据库，为信用等级

高的纳税人提供更优质的税收服务。盂建立税收信用破产惩

罚机制或与商业信用挂钩机制，发挥税收信用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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