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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最优税收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

庄子罐 崔小勇 邹恒甫
*

摘要 动态最优税收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有三种: 一级最优 ( F irst best)分析框架; 二级

最优 ( Second best)分析框架和三级最优 ( Th ird best)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在一个扩展的最优

税收模型中讨论了最优税收理论的一级最优和二级最优分析框架。然后在一个基准的动态

最优税收理论模型中考察了二级最优税收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最后回顾了三级最优分析

框架的最新进展。本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将 财富攀比效应 引入到基准的动态最优税收模

型, 得出二级最优税收不为零的结论,这同现实经济更为接近。另外,本文分析还表明, 如果

经济的不完备来自于财富的负外部性,政府去干预市场将会使得经济更好,因为这时市场本

身并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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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最优税收理论主要研究在政府公共支出外生给定且不能使用一次性税收的情况

下,如何选择税收组合以最小化税收对经济带来的扭曲效应。关于最优税收理论的文

献最早可追溯到 Ramsey( 1927)的文章。在 Ram sey( 1927)的文章中,假设经济中只有一

个消费者,即代表性消费者经济,这样政府的目标就可以简单地表示为如何选择税收组

合来极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D iam ond( 1975)进一步把上述单个消费者模型扩展

到多个消费者模型。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一般采用线性税收,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在考虑劳动收入税时,

有的论文也采用非线性税收,即对不同的收入水平采用不同的税率。M irrlees( 1971)最

早对非线性收入税模型进行了数学表述。O rdover与 Phelps( 1979)把 M irrlees模型推广

到 OLG经济。最优税收理论文献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在代表性消费者

经济中研究最优税收问题。很少文献涉及异质消费者模型 ( Judd( 1985)是一个例外 ) ,

也很少文献考虑其他种类的税收 ( Jones, M anuelli and Rossi ( 1997)是一个例外 )。最优

税收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在长期征收零税率的资本收入税 ( Judd,

1985; Cham ley, 1986; Luca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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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分析框架而言,现有最优税收理论主要分为三种:一级最优 ( F irst bes,t以下简

称一级最优 )分析框架;二级最优 ( Second bes,t以下简称二级最优 )分析框架和三级最优

( Th ird bes,t以下简称三级最优 )分析框架。在一次性税收 ( lump sum tax)政策可获得的

情形下,一次性税收政策是最优的,因为一次性税收政策不影响经济的结构。但是,在现

实经济中,一次性税收几乎很少见到。在先验地排除一次性税收的情况下,最优税收的

目标是要让一个只能使用扭曲性税收政策的竞争经济来复制一个帕累托有效的经济

(即中央计划者经济 )。我们把这种分析框架称为一级最优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下

得到的财政政策则称为一级最优财政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级最优分析框架下,我

们可以通过一级最优财政政策来克服分散经济中外部性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 Turn

ovsky( 1996)和 Abel( 2005)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

二级最优分析框架是最优税收理论中最常用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框架通常建立

在解决最优税收问题的基本方法 ( pr imal approach,以下称 基本方法  )之上 ( A tk inson

and Stig litz, 1980; Lucas and S tokey, 1983)。简单地说, 基本方法  就是把一个选择最
优税收的问题转换成一个选择最优资源配置的问题,并且在配置集满足资源约束和可

执行约束的条件下,由 基本方法  所刻画的最优配置集可以通过执行一个存在扭曲性
税收政策的竞争均衡达到。一般来说,用消费者最优化问题和厂商最优化问题的一阶

条件替代消费者预算约束中的价格和政策后得到可执行约束。这就表明,资源约束和

可执行约束都只与配置相关。所以, 基本方法  就是把一个选择最优税收政策问题转
换成一个带有两个约束条件的选择最优配置问题。我们把这种最优税收问题称为拉姆

齐问题 ( R am sey problem ),把这个问题的解和相关的政策称为拉姆齐配置 ( Ram sey allo

cation)和拉姆齐计划 ( R am sey p lan)。

在二级最优分析框架中有一个非常苛刻的隐含假设,即政府具有完全承诺能力的

假定。只有在这一假设下,政府不能在未来改变其原先制定的政策,因此,政府必须具有

遵守未来政策选择的能力。但现实经济中,即使是仁慈的政府也有可能会改变其早期

许诺的政策。因此,在二级最优框架下,最优政策往往是时间不一致的。出现时间不一

致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例如,如果税收决策是在以前制定的,则未来第 t期的资本对

第 t期的资本税具有弹性。然而,一旦到了时刻 t,资本对 t时刻的税收又变成无弹性,因

为初始资本对今天的资本税的弹性为零。因此,在 t时刻,政府就有动力去改变税收政

策 (例如提高税率 ),因为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收入又不会影响资本存量。总之,政府之所

以在未来时期偏离自己最初制定的政策,原因是税基 (资本、劳动和消费 )对政策的弹性

依赖于政策决策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因此,如果政府不能对将来的税收政策作出有约

束力的承诺,那么,消费者将预期到政府不再选择其最初制定的政策 ( Second best plan)。

因此,一个具有理性预期的个体将按照他们对政府每期的最优行为的预期来做决策。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均衡是时间一致的,被称为三级最优。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建立模型的基本框架,把 财富攀比效应  引入代
表性消费者的偏好, 然后分别讨论如何得到一级最优财政政策和二级最优财政政策。

第三部分首先给出一个导致财政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模型,并在这一动态最优税

收模型中描述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然后对三级最优分析框架的最新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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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结和展望。

二、最优财政政策:一级最优和二级最优

(一 ) 基本模型

假设经济中的厂商和消费者是同质的,且消费者具有无限生命周期。同时假设市

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我们可以在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经济中分析最优税收问题。在

这个经济系统中,厂商从消费者那里雇佣资本和劳动并支付消费者工资和利息。政府

向消费者发行债务并且对经济中的生产要素 ! 资本和劳动 ! 征收比例税收。
厂商行为

经济中所有的厂商以相同的技术生产同一种商品,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

我们假设厂商的生产技术为常规模回报的科布道格拉斯 ( Cobb D ouglas)生产函数:

F (k t, lt ) = A tkt l
1-
t , 0< < 1 ( 1)

其中 代表资本要素在产出中的相对贡献水平。F是产出水平, kt和 lt分别代表生产中

使用的资本和劳动要素, A
t
代表生产中加总的技术冲击。

厂商的目标是最大化其自身的利润。在常规模回报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我

们可以得到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的一阶条件为:

w t =F lt
= ( 1- )A tkt l

-
t ( 2)

和

rt = F kt
= A tk

- 1
t l1-t ( 3)

其中 w
t
和 r

t
为均衡的实际工资和实际利率,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回报。

消费者行为

根据 Kurz( 1968)、Baksh i与 Chen ( 1996)和 Zou ( 1994),我们假设效用函数不仅是

消费的函数,也是财富积累的函数。具体地说,假设个人自身的财富与社会平均财富水

平的比率 (本文用 s
t
= W

t
/W
!

t
代表这一比率 )决定其社会地位。这种现象在国外的许多

文献中被称为 财富攀比  ( keep ing up w ith Joneses)现象。同时,我们把休闲和政府公共

支出引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从而使得经济假设更贴近现实。

在本文模型中,我们假设消费者的数量无穷多,从而单个消费者的行为并不影响社

会平均的财富水平。由此,代表性消费者可以把社会平均财富水平视为外生给定。所

以,代表性经济主体的目标是选择消费、劳动和自身的财富水平来极大化自己一生的效

用,即

∀
#

t= 0

t
c1-  t

1-  

W t

W
!

t

- !

- ∀
l1+ #t

1+ #
+ B lng t ( 4)

其中 ∃ ( 0, 1 )代表时间偏好 ;  代表风险回避系数, 我们假设  > 0且  % 1; ∀> 0

代表休闲对效用的贡献程度 ; #& 0代表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 B > 0代表政府公

共开支对效用的贡献程度。 !是一个固定常数,假设当  > 1时 !> 0,当  为其他情

形时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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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式中最后一项 B lng
t
代表单位公共消费品 g

t
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这一项对于

消费者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效用函数对于公共消费品 g
t
的可加可分性意味着,政府公

共支出不影响私人消费或财富的边际效用。因此我们在计算消费者最优化条件时可以

不必考虑包含 g
t
的项。

( 4) 式中的第一项表明个体的效用水平依赖于自身财富 (W )与社会平均财富水平

(W
!
)的比率,这一项代表了消费者对相对财富地位的偏好程度。因此, !度量了消费者

对相对财富的关心程度。当消费者的偏好只依赖于自身的消费和劳动供给水平时 (即 !

= 0),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与传统的标准效用函数一致。当 !> 0,  > 1或者 !< 0,  < 1

时,个体的效用随着相对财富水平而递增。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在财富上

而不是在消费上体现出一种 财富攀比  的特征。这一特征意味着财富具有负的外部
性,因为一个人的财富将对另一个人的效用产生负的影响,而他们又不能把这种影响内

部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定义个人的财富水平 W t。在本文的经济环境中,资本由消费

者拥有并且被租赁给厂商,而且消费者与政府之间可以交易债券,从而消费者每期的财

富水平应该等于其拥有的资本和债券的总和。因此财富可以定义为:

W
t
= k

t
+ b

t
( 5)

代表性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c
t
+ k

t+ 1
- ( 1- ∃) k

t
+ b

t+ 1
-R

bt
b
t
= ( 1- %

t
)w

t
l
t
+ ( 1- &

t
) r

t
k
t
+ &

t
∃k

t
( 6)

这里 k
t
是消费者的资本存量, ∃是资本的折旧率, b

t
是消费者持有政府债的数量, R

b t
是 t

时期债券的回报。消费者通过向厂商提供资本和劳动获得工资和利息收入,同时向政

府缴纳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这两者的税率分别为 &
t
和 %

t
。消费者的另一项收入

是折旧提存 ( depreciation allowance) &
t
∃k

t
。

在竞争均衡中,要素价格、税率和社会平均财富水平为外生给定。消费者的优化行

为就是在约束方程 ( 6)和方程 ( 5)下,选择自己每期的消费、劳动供给、资本存量和债券

水平,以最大化由方程 ( 4)所代表的个人一生效用水平。根据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 FOCs)和横截性条件 ( TVCs)可得

c
t
: ∋

t
=

W
t

W
!

t

- !

c-  
t

( 7)

l
t
: ∋

t
( 1- %

t
)w

t
= ∀l#

t
( 8)

kt+ 1: ∋t = ∋t+ 1 1+ ( 1- &t+ 1 ) ( rt+ 1 - ∃) -
!c

t+ 1

( 1-  )W t+ 1

( 9)

bt+ 1: ∋t = ∋t+ 1 R bt+ 1
-

!ct+ 1

( 1-  )W t+ 1

( 10)

lim
t∋ #

t
∋tkt+ 1 = 0 ( 11)

lim
t∋ #

t∋
t
b
t+ 1

= 0 ( 12)

其中, ∋t为约束方程 ( 6)的拉格朗日乘子。

由方程 ( 9)和 ( 10)可知,债券的总回报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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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t+ 1

= 1+ ( 1- &
t+ 1

) ( r
t+ 1

- ∃) ( 13)

政府行为

这部分的讨论主要是为了二级最优财政政策作准备。在动态最优税收问题 (或者

称为拉姆齐问题 )中, 政府选择扭曲性税收、发债和公共支出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

效用。

通常在分析二级最优政策时存在以下问题:关于 c
0
的一阶条件不同于关于 c

t
( t&

1)的一级条件,且 k0和 b0外生给定而不是由一级条件决定,从而导致政府行为的时间

不一致。为了避免时间不一致的财政政策,我们假设政府具有完全事先承诺能力,即政

府在 t= 0时承诺自己在将来执行原先制定的税收政策。具体地,政府在初始时间选择

财政政策路径 (,然后让消费者选择他们的配置 (消费、劳动、资本和债券 )。实际上,配

置是政策路径的函数 x((),这里配置被定义为 x = ( c, l, k, b)。价格路径 r (()和 w (()

也是政策路径的函数。

与 Chari等人 ( 1994)的处理方法相似,我们假设 &0和 Rb0是外生给定的,并且 &0和

R
b0
的设定使得政府在 t= 0时征收的税收不足以支付所有的未来公共支出。否则,政府

可以在 t= 0时征收到足够的税收,然后在以后的时间不征税。这样的结果与政府使用

一次性 ( lump sum )税收所达到的结果一致。政府使用一次性税收得到配置被称为最优

(一级最优 )配置,实现最优配置的税收政策被称为最优政策 (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最优

政策问题 )。

以人均量度量的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g t = T t + bt+ 1 - btRb t ( 14)

其中 T t = %tw t lt+ &t ( rt - ∃) kt。把消费者的预算约束 ( 6)式和政府的预算约束 ( 14)式合

并,我们得到经济的资源约束方程:

F ( kt, lt ) = g t + ct+ kt+ 1 - ( 1- ∃) kt ( 15)

由于给定消费者预算约束方程 ( 6)式的情况下,资源约束方程 ( 15 )式和政府约束方程

( 14)式和任意一个成立则意味着另一个一定成立,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资源预算方程

( 15)式作为政府的约束方程。

至此,我们可以定义经济的竞争均衡。经济的竞争均衡由政策集 {%
t
, &

t+ 1
, b

t+ 1
} #
t= 0
、

配置集 { ct, g t, lt, kt+ 1 }
#
t= 0和价格系统 { rt, w t, Rb t+ 1 }

#
t= 0所构成,并且使得: ( a )在给定政策

集和价格系统时相应的配置集必须满足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性条件 ( 7)至 ( 12)式; ( b)

价格系统必须满足 ( 2)、( 3)和 ( 13)式以及政府的预算约束 ( 14)式。由于消费者是同质

的,所以在均衡时有 W
!

t
= W

t
= k

t
+ b

t
。把这个条件代入 ( 7 )式得到关于拉格朗日乘子 ∋

t

在均衡时的表达式为:

∋t = c
-  
t ( 7()

(二 ) 一级最优财政政策

由于一级最优税收的目标是要让一个只能使用扭曲性税收政策的竞争经济复制一

个帕累托有效的经济,所以首先必须找到一个帕累托经济作为比较的基准。由福利第

一定理我们知道,完全竞争的经济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经济。从而,政府只使用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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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的竞争经济是帕累托有效的经济,因为一次性税收不影响经济的结构。另一

方面,我们有政府只使用一次性税收政策的分散经济与中央计划者经济等价。所以,出

于分析问题的方便性考虑,我们选择从分析中央计划者经济开始。

中央计划者的目标是极大化 (4)式受约束于 ( 15)式和 ( 1)式。同样地,中央计划者

的配置也要满足 ( 11)式和 ( 12)式。由于可以使用一次性税收,政府借贷不影响均衡配

置。因此,我们让 bt = 0,从而可以忽略 ( 10 )式。解中央计划者问题得到帕累托最优

配置。

由于中央计划者具有完全信息,所以它可以通过设置 W t = W
!

t来内部化财富的外部

性。我们假设 %t = &t = 0,且每一期的一次性税收为 T t (如果 T t < 0,意味着给消费者一次

性补贴 )。在这些假设下,把 ( 1)式代入 ( 15)式得到中央计划者的预算约束为:

ct+ g t + kt+ 1 - ( 1- ∃) kt = A tkt l
1-
t ( 16)

定义中央计划者最优化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如下:

L = ∀
#

t= 0

t c1-  
t

1-  
- ∀

l1+ #
t

1+ #
+ B lng

t
+ ∀

#

t= 0

t)t [ A tkt l
1-
t - ct - g t - kt+ 1 + ( 1- ∃) kt ]

( 17)

其中, )
t
是拉格朗日乘子。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和相关的横截性条件为:

c
t
: )

t
= c-  

t
( 18)

lt: )t ( 1- )A tkt l
-

t = ∀l
#
t ( 19)

kt+ 1: )t = )t+ 1 ( 1+ A t+ 1 k
- 1

t+ 1 l
1-

t+ 1 - ∃) ( 20)

g t: )t = Bg- 1
t ( 21)

lim
t∋ #

t)tkk + 1 = 0 ( 22)

把 ( 18)式代入 ( 19)式,可以得到消费者在劳动和休闲之间的选择必须满足的条件,

即 t期放弃一小时休闲所导致的效用损失等于额外增加的一小时工作时间获得的收入

换算成 t期的消费后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把 ( 18)式代入 ( 20)式可得,跨期边际替

代率与资本的总回报率的乘积等于 1,这里资本的总回报率为 1+ rt+ 1 - ∃。把 ( 18)式代

入 ( 21)式可得,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 ( 22)式是横截性条件。

由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都是严格凹函数, ( 18)式至 ( 22)式是帕累托最优配置满足的

充分和必要条件。

前面我们提到,经济的不完备来自于财富的负外部性。这种不完备将导致比帕累

托最优水平更高的资本积累和债务持有水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激励去干预

市场,因为市场本身并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

命题 1: 使得分散经济的均衡配置复制中央计划者的最优配置的财政政策为:

&
* 1st

t = -
!

( 1-  ) ( rt - ∃)

ct

W t

( 23)

%* 1st
t = 0 ( 24)

T*
t = -

!ktct

( 1-  )W t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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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 1

- b
t
= g

t
+ ( r

t
- ∃) b

t
-
! ( k

t
- b

t
)

( 1-  )W
t

c
t

( 26)

其中, rt由等式 ( 3)给定,且W t = kt + bt。

证明:注意到方程 ( 7)至 ( 12)式是竞争均衡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正如前

面提到的,方程 ( 18)至 ( 22)式是帕累托最优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为了得到最优财政政

策,我们必须证明,当税收法则 ( 23)和 ( 24)式可执行时,由 ( 7 )至 ( 12)式所刻画的竞争

均衡配置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 ( 18)至 ( 22 )式。这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分别采用最优

税率 &* 1st
t 和 %* 1st

t 的竞争均衡配置可以完全复制只使用一次性税收 (补贴 )的帕累托最

优配置。

比较 ( 7)式和 ( 18)式可得:

∋t = )t ( 27)

把 ( 27)式、均衡工资率 ( 2)式以及 %* 1 st

t
= 0代入 ( 8)式,可以得到 ( 19 )式。同样地,把

( 27)式、均衡利率 ( 3)式以及 &* 1s t
t = -

!
(1-  ) ( rt - ∃)

ct

W t

代入 ( 9)式,可以得到欧拉方程

( 20)式。

为了得到最优的一次性税收 (或者最优的补贴 ),把 %t = %
* 1st
t 和 &t = &

* 1st
t 代入 T t =

%
t
w

t
l
t
+ &

t
( r

t
- ∃) k

t
,我们得到 ( 25)式。

把 ( 25)式和 (13)式代入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 ( 14)式,可以得到方程 ( 26)式。

(三 ) 二级最优财政政策

引言中已经说明,在公共财政传统中,二级最优分析框架通常建立在解决最优税收

问题的 基本方法  之上 ( A tk inson and Stig litz, 1980; Lucas and Stokey, 1983 )。由基本

方法所刻画的配置集能够通过执行一个存在扭曲性税收政策的竞争均衡达到。为了得

到最优财政政策,政府必须考虑私人经济主体对任何可能的政策和市场条件的理性反

应。描述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的方程有 ( 2)、( 3)、( 6 )式和 ( 7 )至 ( 12 )式。用这些约束

条件替换掉价格和政策变量后,政府的优化问题可以简化为选择最优配置问题,即政府

直接选择最优配置 { ct, g t, lt, kt+ 1 }
#
t= 0而不是选择最优政策。然后应用这些最优配置计算

出要素价格集 { r
t
, w

t
, R

bt+ 1
} #

t= 0
和最优政策集 {%

t
, &

t+ 1
, b

t+ 1
}#
t= 0
。从而,最优配置集可以被

上述要素价格集和政策变量集所支撑的、初始条件 { &0, R b0, b0, k0 }给定的分散经济均衡

所复制。所以,基本方法就是把一个选择最优税收政策问题转换成一个带有两个约束

条件的选择最优配置问题。这两个约束条件是资源约束和可执行约束。

把描述私人部门的均衡条件代入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方程得到可执行约束为

(推导过程见附录 ):

( c1- 0 - ∀l#+ 1
0 ) + ∀

#

t= 1

t 1-
!

1-  
c1-  t - ∀l#+ 1

t = c-  0 (R k0k0 + Rb0 b0 ) ( 28)

其中 R k0 = 1+ ( 1- &0 ) ( r0 - ∃)。可执行约束就是把消费者和厂商的一阶条件替换掉要

素价格和税收政策所得到的约束条件。由于 &
0
和 R

b0
外生给定,政府的目标就是在初始

条件 { &0, R b0, b0, k0 }给定的情况下,在资源约束 ( 15)式和可执行约束 ( 28)式下,选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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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集 { c
t
, g

t
, l

t
, k

t+ 1
} #
t= 0
以极大化消费者的效用 ( 4)式。定义拉格朗日函数为

L = m ax
{ ct, lt, gt, k t+1 }

∀
#

t= 0

t c1-  t

1-  
- ∀

l1+ #t

1 + #
+ B lng t

+ ∀
#

t= 0

t ∗t [A tkt l
1
t - g t - ct - kt+ 1 + ( 1 - ∃) kt ] ( 29)

+ + c-  0 (Rk0k0 + Rb0b0 ) - ( c1-  0 - ∀l#+ 1
0 ) - ∀

#

t= 1

t
1-

!
1-  

c1-  t - ∀l#+ 1
t

其中, ∗
t
是对应于资源约束 ( 15)式的拉格朗日乘子, +是对应于可执行约束 ( 28)式的拉

格朗日乘子,度量扭曲性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当 += 0,政府的最优化问题 ( 29)式变成

社会计划者的最优化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最优化问题关于消费的一阶条件在 t= 0和 t> 0的情况是有差

异的。在 t> 0的情形,我们得到政府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ct: ∗t= [ 1- +( 1-  - ! ) ] c-  t ( 30)

lt: ∗t ( 1- )A tkt l
-

t = ∀l
#
t [ 1- +(#+ 1) ] ( 31)

kt+ 1: ∗t = ∗t+ 1 ( 1+ A t+ 1k
- 1

t+ 1 l1-t+ 1 - ∃) ( 32)

g t: ∗t = Bg - 1
t ( 33)

lim
t∋ #

t ∗
t
k
t+ 1

= 0 ( 34)

对于 t> 0,由 ( 30)式至 ( 34)式决定的系统的解刻画了一个均衡配置法则: c
t
( k

t
, c

t- 1
,

lt- 1, +)、lt ( kt, ct- 1, lt- 1, +)、g t ( kt, ct- 1, lt- 1, +)和 kt+ 1 ( kt, ct- 1, lt- 1, +)。给定上述均衡配置

法则,方程 ( 7)至 (12)式可以用于计算 t> 0时的均衡要素价格和税收法则: r
t
( k

t
, c

t- 1
,

lt- 1, +)、w t ( kt, ct- 1, lt- 1, +)、&t ( kt, ct- 1, lt- 1, +)和 %t ( kt, ct- 1, lt- 1, +)。政府债的均衡配置

法则 bt+ 1 ( kt, ct- 1, lt- 1, +)可以用下面的递归方程计算得到:

c-  t ( kt+ 1 + bt+ 1 ) = c-  t+ 1 ( kt+ 2 + bt+ 2 ) + c-  t+ 1 1-
!

1-  
c
t+ 1

-
∀l1+ #t+ 1

c-  t+ 1

( 35)

把消费者和厂商的一阶条件代入到消费者第 t+ 1期的预算约束中便得到上式。

命题 2: 在 t> 0时,解拉姆齐配置问题得到的二级最优财政政策为:

&* 2nd
t =

!
( - 1) ( rt- ∃)

ct

W t

( 36)

%
* 2nd

t =
 + #+ !

1+ #- +- 1
( 37)

证明:比较 ( 30)式和 ( 7)式得到 ∗
t
和 ∋

t
之间的关系式为:

∗t = [ 1- +(1-  - ! ) ] ∋t ( 38)

把 ( 38)式代入 (32)式得到:

∋t = ∋t+ 1 ( 1+ A t+ 1k
- 1

t+ 1 l1-t+ 1 - ∃) ( 39)

比较 ( 39)式与 ( 9 )式得到二级最优资本收入税率 &* 2nd

t
的表达式 ( 36 )式。接下来把

( 38)式和 ( 3)式代入 ( 31)式,然后与 ( 8 )式比较得到二级最优劳动收入税率 %* 2nd
t 的表

达式 ( 37)式。

注意到,如果 != 0,则 &* 2nd
t = 0。因为 !描述了人们关心相对财富地位的程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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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人们不关心自己的相对财富地位时 (外部性消失 ),最优税收政策将回到 Cham ley

Judd的经典结论,即长期的最优资本收入税率等于零。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 t> 0情况下的二级最优税收法则。接下来我们讨论第 0

期的消费和资本的一阶条件。对于劳动供给,第 0期的一阶条件与第 t( t> 0)期的一阶

条件正好是一样。对于 t= 0,最优税收法则由 c0和 k1的一阶条件决定。关于 c0的一阶

条件为:

c0: ∗0 = c-  0 1- +( 1-  - ! ) - + 
R

k0
k
0
+ R

b0
b
0

c
0

( 40)

把 ( 7)式代入 ( 40)式得到:

∗0 = ∋0 1- +( 1-  - ! ) - + 
R

k0
k
0
+ R

b0
b
0

c
0

( 41)

把 ( 41)式代入 (31)式,然后与 (8)式比较,我们得到:

%* 2nd
0 =

#+ !+  [ 1- (R k0k0 + R b0b0 ) c
- 1
0 ]

1+ #- +- 1
( 42)

三、最优财政政策:三级最优

(一 ) 最优 (二级最优 )税收的时间不一致性

为了更直观地描述最优税收模型中出现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我们重新考察二级最

优分析框架。为了更为清晰地说明二级最优分析框架中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我

们在本节的讨论中假设 != 0,即个人财富不具有外部性。我们还假设 = 0,即政府公

共支出并不能给消费者带来直接的效用。下面简单地描述本节所讨论的经济环境。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
#

t= 0

t
[ u ( ct ) + v( lt ) ] ( 43)

受约束于:

ct + kt+ 1 - ( 1- ∃) kt + bt+ 1 - Rbt
bt = ( 1- &lt )w t lt + ( 1- &kt ) rtkt ( 44)

因此,极大化自己一生效用的消费者的一阶条件 ( FOCs)和横截性条件 ( TVCs)为:

ct: u t ( t) = ∀t ( 45)

lt: v l ( t) + ∀t ( 1- &
l
t )w t = 0 ( 46)

kt+ 1: ∀t = ∀t+ 1 [ ( 1- &
k
t+ 1 ) rt+ 1 + 1- ∃] ( 47)

bt+ 1: ∀t = ∀t+ 1R bt+ 1 ( 48)

lim
t∋ #

t
∀tkt+ 1 = 0 ( 49)

lim
t∋ #

t∀
t
b
t+ 1

= 0 ( 50)

其中 ∀t为约束方程 ( 44)的拉格朗日乘子。方程 ( 49)和 ( 50)为横截性条件。根据方程

( 47)和 ( 48)可知,债券的总回报可以表示为 Rb t+ 1 = ( 1- &kt+ 1 ) rt+ 1 + 1- ∃。

厂商的目标是最大化其利润水平。在常规模回报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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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w t = Fl ( kt, lt ) ( 51)

r
t
= F

k
( k

t
, l

t
) ( 52)

仁慈的政府选择扭曲性税收、发债和公共支出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政府

的预算约束为:

g t = &
l
tw t lt + &

k
t rtkt + bt+ 1 - btRbt ( 53)

因此,政府行为可以描述为:

m ax
{ &k

t, &
l

t }
#
t= 0

∀
#

t= 0

t [ u ( ct ( &
~ k

t, &
~ l

t ) ) + v( lt ( &
~ k

t , &
~ l

t ) ) ]

s. t. : ( 3. 3)、( 3. 4)、( 3. 5)、( 3. 11)

其中 &~ k

t
= (&k

0
, &k

1
, ), &k

t
), &~ l

t
= (&l

0
, &l

1
, ), &l

t
)。

把消费者的预算约束 ( 44)式和政府的预算约束 ( 53)式合并,可以得到经济的资源

约束方程:

F ( kt, lt ) = g t + ct+ kt+ 1 - ( 1- ∃) kt ( 54)

从第二节的讨论可知 , 二级最优分析框架的关键之处在于把选择最优政

策问题转换成选择最优配置问题 (即拉姆齐问题 )。拉姆齐问题可以表示

为 :

m ax
{ ct, lt, k t+1 }

#
t= 0

∀
#

t= 0

t [ u ( ct ) + v( lt ) ]

s. t. ∀
#

t= 0

t [ uc ( t) ct + vl ( t) lt ] = uc (0) (R k0k0 + Rb0 b0 )

g t + ct + kt+ 1 - ( 1- ∃) kt = F ( kt, lt )

其中, ∀
#

t= 0

t [ uc ( t) ct + vl ( t) lt ] = uc ( 0) (Rk0 k0 + Rb 0b0 )为可执行约束。解拉姆齐问题得到

关于配置 { ct, lt, k t+ 1 }
#
t= 0的一阶条件 ( FOC s):

c
0
: u

c
( 0) + ∋[ u

cc
( 0) (R

k0
k
0
+ R

b0
b
0
) - u

cc
( 0) c

0
- u

c
( 0) ] - )

0
= 0

ct ( t& 1): uc ( t) - ∋[ ucc ( t) ct + uc ( t) ] - )t = 0
( 55)

lt ( t&0) ∗ v t ( t) - ∋[ vll ( t) lt+ v l ( t) ] + )tF l ( t) = 0 ( 56)

k
t+ 1

( t&0) ∗ - )
t
+ )

t+ 1
[F

k
( t+ 1) + 1- ∃] ( 57)

把 ( 55)式代入 (57)式得到:

k
1
: u

c
( 0) - ∋[ u

cc
(0) c

0
+ u

c
( 0) ] + u

cc
( 0) (R

k0
k
0
+R

b0
b
0
)

= {uc ( 1) - ∋[ ucc ( 1) c1 + uc ( 1) ] } [ Fk (1) + 1- ∃]

k
t+ 1

( t&1): u
c
( t) - ∋[ u

cc
( t) c

t
+ u

c
( t) ]

= {uc ( t+ 1) - ∋[ ucc ( t+ 1) ct+ 1 + uc ( t+ 1) ] } [F k ( t+ 1) + 1- ∃]

( 58)

命题 3: 如果存在稳态的拉姆齐配置 ( c
!
, k

!
, l

!
),则在稳态 ( steady sta te)时资本收入

税为零。

证明:由 ( 57)式知,在稳态时有 [ F
k
( k

!
, l

!
) + 1- ∃] = 1。而且由于配置 ( c! , k

!
, l

!
)

满足 ( 47)式,即 [ ( 1- &! k )F k ( k
!
, l

!
) + 1- ∃] = 1。因此,我们有 &! k = 0 (这里 &! k表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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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时的资本收入税 )。

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如果政府缺乏承诺能力,则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稳态时尤其突出。由

于在稳态时最优的资本收入税等于 0,但是一旦经济到达稳态,则决策者面临的最优性

条件变成:

uc ( 0) - ∋[ ucc ( 0) c0 + uc ( 0) ] + ucc ( 0) (Rk0 k
!

+ R b0b0 )

= { u
c
( 1) - ∋[ u

cc
( 1) c

1
+ u

c
( 1) ] } [F

k
( 1) + 1- ∃]

因此,以前制定的财政政策对于政府来说已经不是最优的了。也就是说,当经济到达稳

态时, &k
0
= 0已经不是政府的最优选择了。因为在经济到达稳态时,政府选择的最优配

置 ( c
+

0, l
+

0, k
+

1 )必须满足:

uc ( 0) - ∋[ ucc ( 0) c0 + uc ( 0) ] + ucc ( 0) (Rk0 k
!

+ R b0b0 )

= { u
c
( 1) - ∋[ u

cc
( 1) c

1
+ u

c
( 1) ] } [F

k
( 1) + 1- ∃]

1= [ ( 1- &! k )F k ( 1) + 1- ∃] = [F k ( 1) + 1- ∃]

显然,政府可以这样做:选择 c
+

0
= c! , l

+

0
= l

!
, k

+

1
= k

!
,以及选择 &k

0
使得 [ ( 1- &k

0
) r

0
+ 1-

∃] ( k
!
+ b

0
) = 0,即 &k

0
= 1+ ( 1- ∃) /r

0
。

(二 ) 三级最优财政政策:总结与展望

自从 Kyd land与 Prescott( 1977)正式提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以来,这一问题也成了

最优政策制定理论的一道难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文献涉及这一领域。克服这一难题

的一种简单方法是,假设政府有能力约束未来政府执行自己最初制订的政策,然后只考

虑有承诺的解。但是,如果政府无法对未来政策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那么,政府就会面

临可信度问题。具体而言,如果政策计划没有包含未来政策变动的激励因素,公众便会

认为未来的政府政策并不一定与当前公布的政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序贯政策制定

面临可信性约束。用数学术语来说,最优政策的决定无法单独用控制论的工具 (如动态

最优化理论 )来分析,而应该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必要把对时间不一致的政策的分析视为政策制定者 (政府 )

和一个经济人连续统 (消费者 )之间的博弈。Char i与 Kehoe( 1990)正式地描述了消费者

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并且定义了一个均衡的概念。他们构造了一个无限期界的一般均

衡模型,其中消费者的行为是竞争的而政府的行为是策略性的,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消

费者的福利。他们定义了一个均衡概念 ! ! ! 可持续均衡 ( susta inab le equ ilibr ium ),即满

足政府和消费者的某些最优性标准的一个依赖历史状态的政策序列。

最近, Abreu等人 ( 1990)把 Abreu( 1986)关于重复博弈的分析技巧用来解决可持续

政府政策问题。 Phelan与 Stachetti( 2001)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扩展,并且对征收资本税的

拉姆齐模型的均衡进行了分析。他们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

方法,在他们的方法中消费者的行为被视为竞争均衡的结果,从而大大减少了分析问题

的维度。他们对博弈的可持续均衡的整个集合进行了刻画。他们的方法尤其适用于对

偏离者的惩罚难以详细刻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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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hab ib与 Rusticch in i( 1997)以及 M arcet与 M ar imon( 1994 )为政府缺乏承诺能力

的政策博弈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法。他们在传统的最优税收模型中增加了另外

一个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保证了政府不会偏离其制定的税收政策序列,然后利用最

优控制技术解这个最优税收问题。他们的方法在运用上虽然比 Abreu ( 1986)、Abreu等

人 ( 1990)以及 Phelan与 S tachetti( 2001)的方法简单,但是,遗憾的是,只有在政府采取偏

离策略时所得到的严厉惩罚 ( worst pun ishm ent)可以容易地确定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才

是有效的。

另一类时间一致性问题出现在 Stro tz ( 1956 )开始的有关储蓄决策的研究,后来

Phelps和 Pollak ( 1968)对此研究加以发展。这些研究通过偏好随时间的变动把时间不

一致性问题直接引入分析模型。

附 录

可执行约束的推导:

由消费者第 t+ 1期的预算约束可以得到下式:

R kt+ 1kt+ 1 + R bt+ 1bt+ 1 = ct+ 1 - ( 1- %t+ 1 )w t+ 1 lt+ 1 + kt+ 2 + bt+ 2 ( A 1)

这里 R
kt+ 1

= 1+ ( 1- &
t+ 1

) ( r
t+ 1

- ∃)。而且由 ( 13)式知 R
kt+ 1

= R
b t+ 1

,因此 ( A1)式可表

示成:

Rk t+ 1 ( kt+ 1 + bt+ 1 ) = ct+ 1 - ( 1- %t+ 1 )w t+ 1 lt+ 1 + kt+ 2 + bt+ 2 ( A 2)

在上式两边同时乘以 ∋t+ 1得到:

∋
t+ 1

R
kt+ 1

( k
t+ 1

+ b
t+ 1

) = [ ∋
t+ 1

c
t+ 1

- ∋
t+ 1

( 1- %
t+ 1

)w
t+ 1

l
t+ 1

+ ∋
t+ 1

( k
t+ 2

+ b
t+ 2

) ]

( A 3)

由于在均衡时,关于消费和劳动的最优性条件为:

∋
t+ 1

= c-  
t+ 1

( A 4)

( 1- %
t+ 1

)w
t+ 1

=
∀l#

t+ 1

c-  
t+ 1

( A 5)

由欧拉方程 ( 9)式可以得到:

∋
t+ 1

R
kt+ 1

( k
t+ 1

+ b
t+ 1

) = c-  
t

( k
t+ 1

+ b
t+ 1

) + c1-  
t+ 1
∋
!

1-  
( A 6)

把 ( A4)、( A 5)和 ( A6)式代入 ( A3)式得到:

c-  t ( kt+ 1 + bt+ 1 ) = c-  t+ 1 ( kt+ 2 + bt+ 2 ) + 1-
!

1-  
c1-  t+ 1 - ∀l

1+ #
t+ 1 ; t&0 ( A 7)

在上式两边同时乘以 t,再把各期加总后得到:

c-  
0

( k
1
+ b

1
) = ∀

#

t= 1

t
1-

!
1-  

c1-  
t

- ∀l1+ #
t

( A 8)

再由消费者在第 0期的预算约束可得:

k1 + b1 = (R k0k0 + R b0b0 ) +
∀l#+ 1

0

c-  
- c0 ( 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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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 ( A 9)代入 ( A8)得到可执行约束为:

( c1- 0 - ∀l#+ 1
0 ) + ∀

#

t= 1

t
1-

!
1-  

c1-  t - ∀l#+ 1
t = c-  0 (R k0k0 + Rb0 b0 ) (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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