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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家财政部于2011年4月15日发布的公共财政收支数据

显示，一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3.1%，其中的税收收入

为23 438.85亿元，同比增长32.4%。当前的税负是否过高，是否

应该实施减税，税收结构是否需要调整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

去思考。

持续的通货膨胀现象让我们回想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

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局面，供给学派以其独特的

视角强调了减税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以及在“滞涨”困境下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

不妨重温一下供给学派对税收问题的理论阐述和政策思想，

以及我国存在的具体问题，将两者相结合对于思考当前的税

收政策选择应该有所裨益。

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认为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

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

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

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

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会使生产率增长更加缓慢，还

会使纳税人进入高税率等级，而其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

担因而更重。如图1所示：

供给学派认为，政府支出不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

都或多或少会阻碍生产。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费资源，有些虽

然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同时，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

量增长的目的不应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还应稳定货币价

值。货币价值保持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失，保存

货币，不去囤积物资，选择生产性投资，不做投机性投资。同

时，货币价值稳定又是保证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必

要条件。如何保持货币价值稳定，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认为

必须恢复金本位制。

二、文献综述

供给学派对我国经济和财政税收上的借鉴，在上世纪80

年代运用较多，近几年的研究文献偏少。2007 年以来，我国通

胀压力逐渐增加，进入2008 年，CPI 上涨更为迅猛，1 月份为

7.1%，2 月份更是达到惊人的8.7%。尽管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紧

缩性货币政策，但效果却不理想。李黎力（2008）借鉴供给学派

的思维分析了我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

解决通胀的思路。胡胜蓝（2010）对比分析了凯恩斯主义与供

给学派理论，力图制定后金融危机时代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财政政策。

朱莹莹（2011）、吴立中（2011）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结合我

国国情在供需、税收和国家干预三方面分析了凯恩斯主义和

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曾方亮（2011）认

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往往会引发经济危机，国家采取积极财

政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可缓解或消除危机，降低税率可直接刺

激经济低迷状况下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增加就业率，间接提高

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热情。他在讨论供给学派减税理论及其综

合效能的同时，指出我国目前税制仍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

改革税制的建议。

杨志安（2002）在分析供给学派税收理论的基础上也提出

相应的政策建议。孔繁荣、聂国卿（2006）直接分析了凯恩斯学

派和供给学派两个学派的减税政策的本质不同，其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两个学派提出减税政策主张的经济背景不

同，二是两个学派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不同，三是两个学派的

研究方法不同。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先是进行理论分析再简单地提

出我国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对供给学派“减税”理论的局限性

进行思考，只是片面地强调“减税”理论的有效性。事实上，“减

税”政策在实践中造成了财政赤字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鉴

于此，本文在介绍“减税”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指出其局限性及

进一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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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供给学派“减税”理论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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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介绍供给学派“减税”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改进办法。同时根据我国国情

提出以下建议：降低政府开支，通过免征额、起点税率、边际税率等的科学组合合理征收个人所得税，实行税收与物价指数

挂钩，以避免通货膨胀引起的“税级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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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三、供给学派“减税”理论的局限性和改进

供给学派分析了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因为税收是税率与

税收基础的乘积，税率变动既然影响生产，就必然影响税收。

拉弗首次把税率与税收的关系构建成模型，在直角坐标图中

加以描述，这就是以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曲线的理论局

限性包括必须满足前提条件的性质、忽视阶层分析法、功利的

工作观和忽视非劳动收入等。因此，在拉弗曲线的基础上，为

了避免上述局限性，笔者对“减税”理论作了如下改进：把纵坐

标的税收收入改为财政收入，并且是非正态分布的有负象限

的曲线。

首先，税率过低会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减税”并不是税

负越小越好，B点显示了最低的能够满足财政收入支出的税

率；随着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增加，这时候税率提高、财政收入

增加对挫伤积极性的影响小于收入影响，在这个范围内，财政

收入的增加速度较快，A处对应的是财政收入达到最高的税

率D。

长期来看，低税率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

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

减税后政府有可能短期出现财政赤字，但是随着经济增长，赤

字自然缩小或消失。有的学者对赤字的消失提出质疑，认为没

有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这只是逻辑上的推导。但是税率不是

越高越好，一个平衡点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超过了税率D，

挫伤积极性的影响将大于收入影响。尽管税率被提高了，税收

收入却开始下降，财政收入减少。税率与财政收入呈反比关

系。由于时滞性和已有财政收入的累积，这一进程会比较缓

慢，没有BD之间的斜率高。随着税率逐渐升高达到最高额

100% 时，没有人愚蠢到还要去工作，所以也没有税收收入，

财政收入就会减少甚至入不敷出，从而产生财政赤字。因此，

曲线是两头向下的倒U 形。

四、“减税”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及相关对策

1. 降低政府开支。供给学派一方面主张减少税收，另一

方面主张缩减政府开支，税收的减少给财政收入带来很大的

压力。如果减税的同时没有做好政府的开支缩减和开源节流

工作，并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冗员，就很容易带来巨额财

政赤字，使得减税政策无法维持。

减少财政支出也是为了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不能

持续地投资于低收益低效率的固定资产。比如修铁路等，暂时

不需要交通的地方无需提前布局，造成现代人为后代人提前

消费支出的现象。总之，减税的同时如果不相应减少财政支

出，减税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2. 要通过免征额、起点税率、边际税率等的科学组合合

理收取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内需的重

要影响力量。供给学派被指责的另一原因是：它关于减税的构

想中，受益最大的是富人，这被认为不利于社会发展。美国在

1984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上升了3.3%，达到年平均26 433美元。

这是这么多年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这一事实可以表明两个

问题：一是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快于穷人的财富增长速度，

贫富差距加大了；二是富人和穷人的绝对收入都有所提高。削

减边际税率并没有导致富者更富，而使穷者更穷的结果（于

红，2002）。

因此，“减税”理论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减税，而是应该怎

么减税，在于如何调整税收结构，在于税与税之间的比重以及

所得税内部级次和级距的搭配。与西方国家通行的四级左右

的个税制度相比，我国现行的九级税制级数过多。适当的个人

所得税税率机制是既要得到最多的税收又要保证最少的个人

利益受损。可以肯定地说，通过个人所得税税率机制的科学设

计，可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一个近乎合理的选择。但是，我

们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

应该加重高收入者税负，尽量不损害中间阶层利益，减轻低收

入者税负。高收入者有义务纳更多的税，但是不能损害到其投

资消费的积极性，导致逃税漏税的动机增加，甚至是移民国

外。随着移民吸引力的增加，我们不能把二八定律里面的内需

逼出国门之外。

3. 实行税收与物价指数挂钩，简化税制，实行中性的货

币政策。应实行税收与物价指数挂钩，以避免通货膨胀引起的

“税级爬升”；简化税制，减少对公司利润的重复征税；实行中

性的货币政策，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不应

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是为了稳定货币价值。2010年12

月，市场上的广义货币供应总量，是全国GDP总量的一倍以

上。我国滥发货币刺激经济市场维持GDP增长的程度远远超

过美国。一旦货币价值保持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

失。同时，货币价值稳定又是保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必

要条件。通货膨胀会影响税率的实施效果，因此控制好通货膨

胀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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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改进的拉弗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