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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政府下的最优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
‘

邹恒甫

一
、

前言

公共财政理论主要是讨论各种政府税收政策
、

政府公共开支的确定
,

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

福利的影响等等
。

从 ∀ #∃ % 、

&泊∋( ∃) 和 ∗+ , )( 开始
,

到 世纪 − 年代的 .+ 川/0 。
完善了收人税理论

,

微

观税收理论 已经较为完善
。

关于宏观税收理论的研

究
,

在 − 年代
,

1

, 采用两部门的增长模型进行 了

大量的探讨之后
,

23 耐/4
、

53 )∃ 60 74 等在 0∃ 年代的

工作给出了均衡资本收人税和劳动收人税为零的结

论 89 : :;< 年 =%
2 >0 重新考虑了宏观税收问题

,

他提 出

了关于宏观税收理论的许多猜想
,

这样引起了人们

研究宏观税收理论的热潮
。

?∃) / , 、

. / ) % / 99 +和 ∀∃
0 0+

、

∀/ ≅/9 。
分别研究 了动态税收理论

,

他们得到的最优

税收是
Α
初始税 收可 以充分大

,

但是均 衡税收等于

零
,

他们还采用数值例子进行了说明
。

!:: 年 Β
,

首次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人政府公共开支
,

得

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与各种税收的关系
,

然后

根据经济增长极大化得到了政府最优税收政策
。

随

后
,

很多经济学家把 Β
, 的分析框架推广到各种问

题
Α
如 Χ>0 Δ/∋9∋ 和 ∀ /≅ /9。;9卯Ε < 考虑的政府公共开支

结构对 经济增长 的影 响 8 ∗ /6 >∋>Φ >)
、

Γ

,
Η 和 Ι ∃%

;!:: ϑ< 讨论了政府在教育
、

交通
、

国防和社会福利

方面的公共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8 ∗ /6 >∋>Φ >)
,

Κ+ /

和 Λ∃ %; !: :−< 也对政府公共开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进行了很好的研究
,

得到了大量的结果
。

当然
,

此时也 出现 了大 量 的计量 经济学 的研究
,

如 10
Μ

2 3>% / ∋;!:  : <
。

在前面 提及 的诸多工 作中
,

无论是 用 1 ∋Ν Ο
、

23 耐/4
、

=%
2 >0 等方法讨论 的动态税收理论

,

还是用

Β
, ;!: : <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考虑 了政府公共开

支
,

他们都是把政府的公共开支
、

政府税收作为一个

整体来考虑的
。

这样的模型研究政府公共财政理论

虽然很简单
,

但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政府 自身的结构

龚六堂

特点
,

也没有考虑政府公共开支 中重要 的部分
—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的研究

,

因此他们存在较大的

局限性
。

为此
,

在近年的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

中
,

人们引入了财政分权 的框架
。

如
Α

Π∃ ∋( ∃) ;!: Θ Ε<

在一个静态模型中考虑 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最

优行为
,

从而决定各级政府的最优税收和最优 的公

共开支 ;包括地方政府税收
、

中央政府税收和中央政

府对地 方政 府 的 转 移 支 付 < 8 最 近
,

Ρ/ Σ’0 0∃) 和

5 >≅ /99+ ) + ;!: :ϑ > ,

!: : ϑ ≅ < 在财政分权体系下通过考

虑了地方政府的风险分担和收人再分配问题
。

为什

么要引人财政分权的框架呢 Τ 这主要是因为
Α

;9< 世界各国的政府结构一般地分为中央政府
、

州政府 ;省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类型和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类型
,

如
Α
中国

、

美国等就属于第一种类型

的国家 8英国
、

德国等欧洲国家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国

家
。

对于各级政府
,

它们有自己的收人来源
,

也有自

己 的开支
,

因此要具体讨论它们 的决定就必须要考

虑各级政府的具体特征
,

由各 级政府 自己的最优化

问题来决定
。

因此
,

这样政府的结构决定了研究政

府公共财政理论必须考虑到政府 自身的结构
。

表 ! 中央政府的转移花费与中央

政府花费
、

地方政府花费的关 系

助助 政政 中央政府总的转转 中央欢府对地方政府府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的
年年 份份 移支付 ;按 !:: 的转移支付占中央政政 转移支付占地方欢府开开

年年年关口折算 < ;因因 府总的开支的百分比比 支的百分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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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俄 双 叱叱

数据来源
Α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Σ.Ζ< 的政府公共 对

政年鉴;Π玲<
。

;< 对于各级政府的收人与公共开支而言
,

政府

间的转移支付占有重要份额
。

我们以美 国 !: 年

到 !: :Ε 年的数据为例来说明
,

我们发现中央政府对

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占中央政府 的总的花费和 中央

本课题研究受到新世纪优秀人才基金资助
。



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的花费都有相

当的分量
。

如表 !所示
,

我们可以看出从 !:  年到

!:: Ε 年中央政府总的转移支付占中央政府的总的

开支的份额有较高的水平
。

同时
,

中央政府对地方

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花费中也有着相当重要

的作用
。

因此
,

要研究政府公共开支和政府收人就

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政府间转移支付
,

而要考虑政府

间转移支付就必须区分中央政府的开支
、

地方政府

的开支
,

因此必须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来讨论
。

目前
,

利用财政分权 的框架研究宏观公共财政

理论主要有两个方向
,

一个是按照 Β
, 的内生增长

的框架
,

如 &七”# 和 而
% ; !< 的研究 8另一个方向是

按照 2 3耐/4 和 5% Ν ∃60 74 等的方法的古典框架
,

如

Λ∃ %; !:: Ξ
,

!:[ <的研究
。

本 文 在 Π∃ ∋( ∃ ) ; !: ΘΕ <
、

Ρ/ Σ’0 0∃) 和 毛山/99+) +

;!:: ϑ > ,

!:: ϑ≅ <的工作基础上
,

在一个动态模型中分

析了中央政府税收
,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

付和地方政府税收的最优选择
。

假设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在一个 ΓΔ> 2 7 /

肤堪 对策模型的框架下决定税

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
。

同时
,

假设地方政府在它与

消费者的对策中是领导者
。

在类似的框架下
,

&七) #

和 而% ;!:: − < 考虑了一个较 为简单的框架
Α 一个消

费者
、

一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模型二我们现在给

出的模型推广到多个消费者
、

多级地方政府
,

这种推

广可以看出对于不同质的消费者和不同的地方政府

之间的税收选择的不同和中央政府对不同地方政府

的不同转移支付
。

为简单起见
,

这里考虑 的税收种

类是根据已经存在的税收框架得到的
,

考虑 了中央

政府收人税
、

地方政府财产税
、

地方政府消费税和中

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对应性的转移支付
。

我们考虑的框架在已经存在的最优税收理论的

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

在已有的文献中
,

通常

是假设只有一级政府
,

同时没有考虑政府间的转移

支付问题
。

但是
,

在实际经济中
,

在欧洲收入税基本

上由中央政府收取
,

但是在美 国是由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共同收取的
,

财产税和商品税也是由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收取的
,

但是在美 国基本上是 由

地方政府收取 的
。

在很多发达国家
,

每级政府一般

有权利决定税率和税基
。

而且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在

各级政府公共开支中占有重要比例
,

因此把最优税

收的讨论框架推广到多级政府是很 自然的
。

我们给出的动态模型的框架也具有局限性
,

首

先
,

我们考虑的是对 已经存在 的税收框架下决定最

优税率
,

没有涉及到最优的税收结构问题
。

其次
,

我

一 Ε Θ 一

们没有引人劳动
,

从 而不能区分劳动收人税 和资本

收人税
。

本文的安排如下
Α
在第二节

,

我们给出了讨论最

优税收的框架
,

给出了一些最优税收 的性质
。

在第

三节
,

在特殊的效用 函数和生产函数下
,

我们给出了

最优税收的显示解
,

通过这个显示解可以更加直观

地看出最优税收的特征 8最后在第四节我们给出了

本文的主要结论以及将来的研究方向
。

二
、

模型

本文推 广 2∃ 记∃ ) ;一:  Ε <和 氏
∋00∃)

一 5 >≅ / 99 +) +

;!:: ϑ > ,

!:: ϑ≅< 的框架
,

考虑财政分权系统的框架
Α

一个中央政府和多个地方政府;为简单起见
,

我们假

设只有两个地方政府 <
。

在模型中
,

假设有两个消费

者;分别记为消费者 ! 和消费者 <
,

两个地方政府

;分别记为地区 ! 和地区 < 和 中央政府
。

消费者 !

生活在第一个地 区
,

消费者 生活 在第二个地区
。

中央政府从两个地区的消费者中收取收人税
,

假设

收人税税率为 ∋∴
,

两个地方政府分别从该地 区的消

费者收取消费税和财产税
,

假设消费税税率和财产

税税率分别为
Α 。 和 Α 、。

假设两个地方政府 的公共

开支分别为
。! 和 毛 8 中央政府的公共开支为中央政

府 自身的公共 开支 ∴ 和对两个地方政府的转移 支

付
,

假设对应性的转移支付率为 #
,

则 中央政府对两

个地方政府的对应性转移支付分别为 #0 8 和 #0
。

下

面来叙述模型的框架
。

消费者 + , + ] !
,

我们采用 1

,
和 ⊥% 。 ;9[ Θ <

、

Β
, ;!: <

、

5% Ν∃ 60 74 ;9 ::  < 所用的效用函数
,

把政府的公共开

支 ;包括中央政府的公共开支和地方政府 的公共开

支 <和私人消费引进效用 函数和生产 函数
。

记中央

政府公共开支为 ∴
,

两个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分别为
0 8 ,

私人消费为
。+。

这样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

,

∴
, 0‘<

。

假设和私人消费一样
,

消费者从中央政府公

共开支为 ∴
,

地方政府公共开支 0‘中获得正的
、

递增

的边际效用
,

即

% / + _ ∃
,

%Φ _ ∃
, % , + _ ∃

,

% ·

产‘ ⎯ ∃
,

呀 ⎯ ∃
, % Α 产‘ ⎯

同时
,

假设 Σ) >( >
条件成立

。

假设贴现因子 ⎯ Η ⎯ 9
,

这样消费者的贴现效

一 一
∋ Υ

α

用和为 Υ
% ‘;/‘ ,

∴
, Α ‘</ 一 声由

。

?

同样
,

推广 1 ∋∋∃ Ο 一

⊥% ∋Ι 一 Β, 型的新古典生产

函数
。

假设产出由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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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二 了‘;7‘
,

∴
, 0‘

<

给出
,

其中 4 ‘表示产出
,

7‘为私人的资本存量
。

注意到这里把政府的公共开支引人了生产函数

和效用函数
。

这是首先 由 1

, 和 ⊥% 。 ;!: − < 引

进的
,

之后
,

Β
, ;!:: < 把这种生产函数引进 内生

增长模型
。

因此
,

一般地把这种效用函数或者生产

函数叫做 1加Ο 一

⊥% ∋Ι 一 Β
, 型 的效用 函数或者生

产函数
。

这种 1 )∃ Ο 一

⊥% 。 一 Β
, 型的效用 函数和

生产 函数在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 中已经有相 当多的

应用
,

如 Β ∋% /2 7)
/ ∋ ;!:: ϑ < 8 ∗ >6 以β9 + 和 匕% ;!:: − < 8

和 Λ3 >) # 一 Ι ∃% ;9 :: −< 等的工作
。

同时
,

假设中央政

府公共开支
、

地方政府公共开支和私人资本存量一

样
,

它们的边际生产率非负
,

而且是递减的
,

即生产

函数满足性质
Α

4“ _ ∃
,

分 _
,

4> ‘ _
,

介产
‘ ⎯ ∃

,

介 ⎯ ∃
,

关, ‘ ⎯

其中 礼为 χ而
Δ∃) 乘子

,

它表示私人资本存量

的边际值
。

Υ 、

α
‘

α
、 Υ ‘

(7
8

以
Α ,

α α
Υ

⋯
α

在方程;Ε< 和 ;Ξ< 中令学
二

竿
二 ,

得到均衡
一“ 一

、 一 δ ’” “ ’ 产 ’ 、
山 一 (Δ 一

”
’ ,

,
一 研

囚

时的消费者最优性条件

;‘
一 亏<、;7+ ?

, , ‘< 一 ;9 ε ∋

气<
2 ‘一

;占
ε ∋

气<几
‘ 二 ∃

;ϑ<;−<
‘, 一

、爵
一 “一、

一 。 二

中央政府从两个地 区的消费者收入税中获得收

人 了
8 和 丫

Α ,

用来满足中央政府 自身的公共开支

∴ 和对两个地方政府的转移 #0 , 和 岁Α 8地方政府从

该地区的消费者中获得消费税
∋
汁
‘和财产税

∋
诊

‘ ,

同时
,

从中央政府得到转移支付 #0 ‘
作 为它的收人

用来满足该地方政府 的公共开支
。‘ 。

因此
,

中央政

府和两个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分别为

∴ ε #Γ , ε : 

0‘ 一 岁 ‘ ] ∋急&‘ ε

∋,; 4 Α ε 4Λ
<

∋轰7 ‘

;9 <

; <

>=+一>2+

这样
,

第 +个地 区的消费者在 中央政府 和地方

政府行为给定 的基础上
,

在自己 的预算约束下
,

选择

自己 的消费路径
。‘和资本积累路径 7‘来极大化他

的贴现效用和
,

方程 ; < 表示最优时的消费 的边际消费等于私

人资本存量的边际值 8均衡条件;ϑ< 表示所有的税后

产出用来满足私人消费和补偿资本折旧
。

均衡方程

;−< 是修正的黄金法则
,

它表示税后的私人资本存量

的边际生产率等于资本存量 的折 旧和贴现率之和
。

地方政府行为
, + 二 !

,

在每个 地 区
,

地方政 府 和 消费者 之 间采取

0Δ >2 7曲
/咭 对策

。

在对策中
,

消费者是从者
,

地方政

府是领 导者
。

为简单起见
,

我们采用 5% Ν ∃6 074 和

Β ∃ /7;!: Θ <
、

&3>( 叮 ;!: Θ  
、

一: Θ ϑ <和 =%
/ >0 ;!:卯<

等给出的讨论框架
。

在 中央政府的行为给定的条件

下
,

地方政府在消费者的均衡最优性条件和地方政

府 自己的预算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私人消费水

平
、

私人资本存量和私人资本存量的边际值
,

以及地

方政府的消费税税率
、

财产税税率和地方政府的公

共开支水平来极大化消费者的福利
,

即

)Ι>β
% ‘;。‘

,

∴
, 0‘<

受约束于消费者的均衡最优性条件 ; <
、

;ϑ <
、

;−< 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条件;! <
。

通过 肠『助# /
方法得到最优性条件

Α

> % ‘;/‘ ,

∴
, 0‘<

Ν>β φ
Υ 。‘;。‘

,

,
, Α ‘

<
。一 , ‘,

?

夕、;‘ ε ∋

气<
ε 大 ∋

气
ε

Θ冬%
/

飞 一
>2

‘

二

受约束于

、

、,了、、声

:
才

‘、?Υ9

了Υ、

Α 轰
Υ

<7‘
,

二 ;9 一 亏 <4+ ;无
‘,

∴, “ < 一 ;‘ε ∋

气<
/‘ 一

;占 ε

;Ε < ∋, <

>=
‘

Θ  ‘

> Λ 少+

> 7加
‘

>=
‘

孤
‘

>=
‘

> % ‘;/‘ ,

∴
, , ‘<

> 0‘

;Θ <

∋, <

爵
· “、“ Μ

(7+一(Δ

ε 认;#
一 9<

]

和给定 的初始私人资本存量 7 8
; < 二 7。

。

其中方程 ;Ε< 为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方程
,

它表示

消费者的税后收人用来满足 自己的消费和资本存量

的积累
。

求解消费者行为
,

得到消费者的最优性条件

鲁
二 一 γ ‘〔;卜 Α <

爵
一 “一、

一 8 〕 “ ,

% /
Υ

二
;9

ε ∋急<又
‘ ; <

ϑ、;9 Μ

二 ς
、,?于诵? Υ一亡甘

∋
]] 一 Θ冬又‘;9

ε

丽
二 口、η ;9

一 ∋, < 占 一 ∋

义ι
ε ∃岌;9 一 今<

、Υ声、Υ了
!!?Υ且?Υ几

少
∋

Υ

、
目

了三、

> Λ 了‘

丽
,

ε 火 ∋工
Υ

二

]] 一

Θ、。‘ 一 Θ头几‘ ε Θ二。‘ ε 口忘二 ∃

曰从一∋产&一>



∋

沸
] ,

Θ轰全

二 一 Θ、7‘ 一 Θ玉ε 孰7‘ ε 去二

] ,

Θ号之

其中 Θ、
、

Θ岌和 Θ冬分别为对应约束条件 ;ϑ <
、

;− <

和 ; <的 Σ鹅扭
) #/ 乘子

,

大是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条件

;9< 的域笋
) #/ 乘子

,

隽是对应财产税非负约束条件

的 % 诩# /
乘子

,

氏 是对应消费税非负约束条件的

肠叨) #/ 乘子
。

通过讨论
,

我们有下面的结论
Α

性质 ! Α
如果在模型强加财产税非负的约束

,

那

么最优的均衡财产税一定为零
。

证明
Α
假设 政 _

,

这样从方程 ;! <
、

;! <和

;!Ξ <中
,

我们得到
0# ) ;口飞< ] 0# ) ;一 Θ、ε Θ盆<

二 一 咭) ;氏< ‘

同时
,

从方程 ;ϑ< 和;! ! <
,

我们有
、

> Λ 少‘

、户 ε 玉;9 一 勺<不犷一
?

’

> 7准

因为 、尸七
,

岌;9 Μ

所以

ε Θ盆∋急

、
> Λ为

∋∴ , 石石
一

口几 ‘

二

之
,

Θ二∋乞之

、Ρ

从而

、

> Λ 了‘

二 ϕ , 口乏气+ 一 分 Φ 石夏了 二 ϕ , % Ξ 5 ‘ 二 ϕ

口污 止

!! 二 大 二
姚

二
氏

二
隽

二 ∃
。

这样
,

我们

有 叭 ] ∃
,

和我们对效用函数 的假设矛盾
。

这样
,

我们得到 雌
Υ

二 。

性质 ! 给出的结论是直观的
。

这主要是因为对

地方政府来讲
,

消费税 比财产税对私人生产和私人

资本积累的扭曲程度来得小
。

如果没有财产税的非

负约束
,

我们可以得到最优的财产税是负的
,

这个结

论留给读者完成
。

三
、

中央政府

在地方政府和消费者的最优行为和中央政府 自

身的预算约束下
,

中央政府选择所有地方政府和消

费者的行为
,

中央政府 自身的公共开支和它对两个

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极大化整个社会的福利
,

即

Ν>β β , % 9;/ 8 ,

∴
,  ! < ε β Λ % Λ;/ Λ ,

∴
,  <

受约束于两个地方消费者的最优性条件 ; < Μ

;− <
,

两个地方政府的最优性条件 ;Θ< 一 ;! < 和 中央

政府的 预算约束条件; <
。

其中 β ‘分别为 中央政府对两个地方社会福利

的关心程度
。

满足 β 9 ε β Α 二 !
。

我们可以同样利

一 Ξ 一

用 =犯姗#/ 方法来求解上面的问题
,

得到
Α

性质
Α
如果地方政府消费税严格为正

,

则政府

对应性转移支付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

这个性质的

证明是很简单的
,

这里不再给 出
。

这个性质的直观

是显然的
,

因为地方政府的对生产和消费扭曲程度

较小的消费税的存在
,

因为消费者和地方政府
,

地方

政府和中央政府的 ΓΔ> 2 7山
/∋# 对策框 架

,

中央政府

可以收取一个较小的具有较大扭 曲性 的收人税
。

同

时
,

中央政府可以迫使地方政府向它转移一部分收

入来满足 自己 的预算约束
。

因此
,

可能出现对应性

的转移支付为负的情形
。

性质 Ε Α
如果地方政府消费税严格为正

,

则中央

政府收人税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

这个性质的证明

是很简单的
,

读者可以 自己给出
。

性质 Ε 给出的结

论和一级政府的情形具有很大的不同
。

在仅仅具有

一级政府的情形中
,

出现的结论是仅仅存在消费税
,

而收人税和财产税都为零
。

显示解的例子
Α
为了进一步直观地理解上面给

出的研究最优税收的结论
,

下面采用特殊 的效用 函

数和生产函数来给出最优税收的显示例子
。

假设生

产函数

了‘ 二 1‘7黔了

其中
。 、

月和 4 为正常数
,

满足
。 ε 尹

ε 4 ⎯ !

;这个假设是合理的
,

这主要是 因为如果在生产函数

引入劳动 9‘
,

这样生产函数变成 4‘ ] 人无泌沈
,

其

中
。 、

月
、 。和 4 为正常数

,

满足
κ 十 召

ε 4 ε ￡ ] !
,

如

果选取 9‘ 二 !
,

这样就会得到上面的结果 <
,

它们 的

大小分别表示了私人资本存量
、

中央政府公共开支

和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边际生产率
,

1 ‘
为正常数

。

假设两个地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 ;/‘,

∴
, 0‘< ] Σ) /‘ ε 。 99)∴

ε 。岌Σ) 0‘,

+ 二 9
,

其中 叭 和 哄 为正常数
,

他们分别表示了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边际效用
。

从消费者的最优行为中得到私人资本存量
、

私

人产出和私人消费水平分别为
Α

、Υ产、Υ产、Υ夕
口

八?月呀‘ ! ! ‘ 二
了 、了吸、

∀

‘、

#气

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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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ε 占 ε ∋又
;去下Μ下

三<’δ 〔一”尸
‘“’一 , Α

下
‘,
一 ,

> 、! 一 仃 ,

!
,

;!Θ <

在消费者的最优行为给定下
,

地方政府的最优

行为

∋)>β
% ;/‘,

∴
, 0‘

<
]] Σ) / ‘ ε 。、Σ)∴

ε >, 岌Σ) 0‘

受约束于方程 ;9<和 ;!ϑ <
一 ;一Θ <

。

类似地
,

在消费者行为和地方政府的最优性条

件下
,

中央政府的问题为

Ν>β β 卜
; Σ) / , ε 。Ω Σ)∴ ε 。盖Σ

) 0 , < ε β Λ ; Σ) / Α ε 。圣

9)∴
ε >, 圣Σ

) 8 <

通过计算
,

我们得到最优税收为

性质 Ξ Α
中央政府最优收入税税率

、

地方政府消

费税税率
、

财产税税率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最

优转移支付率分别为
Α

。玉;9 一 > < ε 4

5 , 二 Υ , 5
一
‘ 9 一 口 α 了

义 ] ,

# 二 ! 一
;犬 一

凡
ε 尤Α <;通Ω

一 “ ε 通孟
一 “

尤8
〔;滩Ω

一 “ ε 通盖一 <
一

孚;注卜 注麦< ι

;⊥ 一
凡 ε ⊥ , <于;“

ε 1‘

∋∴ 二

凡〔;注Ω
一 “ ε 注孟

一 “

其 中 ⊥ 9 ] 义!

;9 一 。
<口圣

一 了

! 一 > 一 4 ε

9

凡
二 飞! 丁一

;Κ Σ & 8 ε

一

以

, 一

誊;1百ε 1蛋<〕

;9 一 > <Θ孟
一 了

9 一 > 一 < ε Κ Λ

。 、 4
义 2 < 不一万一一不一万

,

、 ‘
一 ! 一 > 一 拌 一 4

’

ε Θ盖
! 一 > 一 4

ε β Λ
Φ二万万万

ε ;β ! & 9 ε

Κ Α 2 Λ <
4

! 一 > 一 月一 4

支付率
。

我们发现中央政府 的收人税和转移支付依

赖于两个地 区的生产和偏好
。

为了很好地理解性质

给出的最优税收的特点
,

我们在表 中给出了数值

例子
。

基于选取的参数
Α 。 二

Υ

Ε
,

月
] ∃

, ,
。 Ω

二
Υ ,

。子
]

Υ

!
,
。孟

二
Υ ,

。盖
]

Υ

!
,

尸 二
Υ

 
,

β , ]
Υ

ϑ

和 β Α ]
Υ

Ξ
,

表 给出了当地方政府公共开支改变
,

政府对应的最优税收与转移支付的关系
。

当 4 二

时
,

地方政府公共开支对私人生产没有帮助
,

因为 月
]

Υ ,

这样
,

最优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尽可能把通过

消费税和财产税得到的收人通过政府转移支付转移

给中央政府消费
。

随着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的边际

生产率增加
,

地方政府的消费税税率增加
。

因为在

第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边际效用比第二

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公共开支 的边际效用来得高 ;码
二 。

Υ ,
。圣

]
Υ

!<
,

因此
,

第一个地 区的最优的消费

税税率始终 比第二个地 区最优的消费税税率高
,

即

己
Α _ ∋

圣
。

因为 中央政府的收入税 比地方政府的

消费税对生产和消费者福利 的扭曲程度来得大
,

因

此
,

中央政府的收人税下降
。

同时
,

中央政府的转移

支付始终为负
,

因此地方政府的消费税用来转移给

中央政府
。

这种
“

逆
”

转移支付在有地方政府消费税

的情形下始终可能出现
。

同样可能出现 中央政府收入税也为负的情形
,

此时
,

中央政府迫使地方政府收取消费税来转移给

自己
,

从而满足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条件
。

因此
,

扭

曲程度较低的消费税可以用来满足政府的公共开支

和补贴私人生产
。

表 Ε 最优锐收与私人资本存黄边 际 生产率的关 系

⊥ 二 ;β , & 9 ε β Λ &Λ <

。 δ 4 ! 、

= 应 二 、二

—
一一 十 口 , Φ

+ 一 > Μ

9 一 > 一 4

! 一 > 一 月一 4
’

Μ

一色 4
一 >

一
ε 了万石

卢 ε Θ基
,

] !

表

,

为给定常数
。

最优税收与地 方政府公共开 支的边 际生产率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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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的效用 函数和生产函数下
,

上面性质给

出了中央政府最优收人税税率
、

地方政府消费税税

率
、

财产税税率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最优转移

在参数分别为 月
] 。

Υ

!
,

4 二
Υ

!
,
。φ

]
Υ

!
,

斌
二

Υ

!
,
。孟

二
Υ ,

。圣
]

Υ

!
,

产 二
Υ

 
,

β 9 二
Υ

ϑ 和

β Α ]
Υ

Ξ 下
,

表 Ε 给出了最优税收与私人资本存量

边际生产率的关系
。

当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

! [ 上升到  [ 时
,

中央政府的收人税从 ! [ 下降

到
一 Ε

Υ

− [
,

中央政府 的转移支付率从
一

Υ

Ε [ 变化

到
一 ! ϑ [

∃

在实际经济中
,

我们一般要求中央政府的转移

一 Ξ ! 一



支付是非负的
,

因此
,

我们在前面的模型中强加转移

支付的非负约束
,

我们得到

性质  Α 在模型中如果限制 # 之 。
,

这样 中央政

府最优收人税税率
、

地方政府消费税税率
、

财产税税

率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最优转移支付率分别

为 Α

其中 Β ‘ 二 ;Α
初

’δ ;’
一 “ 一 了< 为给定常数

。

在上面的模型中
,

我们知道如果令消费税为零
,

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财产税不为零
,

为了更直观地看

到他们的关系
,

下面同样给出了数值解

表  不考虑消费枕时
,

录优枕收与私人

资本存贵边际生产率的关 系

4门‘9
, Υ汤6‘

·

7一7

8∃二
 

群

4
一 “

∃

因此
,

上面的模型始终得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

付为零的结论
。

中央政府为了平衡约束
,

必须收取

收人税
,

因此
,

最优的收人税一定大于零
。

同样
,

我

们在表 9 给出了数值计算的结果

表 9 最优枕收与 中央政府奋共开 支的边际 生产率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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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取的参数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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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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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的前提下
,

表 9 给出了最优税收

与中央政府公共开支的边际生产率的关系
。

当中央

政府 的边际生产率 月从 ! Β 上升到 <8 Β 时
,

中央政

府的收人税税率从 <9 Β 上升到 99
 

= Β
。

因为这里

选取 的特殊效用 函数和生产函数
,

两个地方政府的

消费税税率保持不变
。

考虑到在很多发达国家
,

地方政府的财产税一

般是正的
,

为了得到这个结果
,

我们在前面给出的模

型中令消费税税率等于零
,

这样得到政府 的最优行

为为 5

性质 0 5
在消费税等于零时

,

最优的地方政府财

产税和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和转移支付分别为
5

当不考虑 消费税 时
,

基 于参数 月
二 8

 

/
,

2 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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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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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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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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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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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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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4 二 8
 

0和 Α 5 二 8
 

9 下
,

表 ; 给出了最优税收

与私人资本存量边际生产率的关系
。

当私人资本的

边际生产率从 !8 Β 上升到 98 Β 时
,

地方政府最优的

财产税下降
。

同时
,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

付增加
。

增加的转移支付是从中央政府的收人税 中

得到的
,

因此中央政府的收人税上升
,

但是
,

我们也

看到
,

随着私人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上升
,

中央政

府的收人税 和他 的关系是标准 的 !力己七%
曲线 的关

系
,

这个结论和 ΧΔ Ε? 和 Φ ΔΓ 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得到

的结论类似
 

。

四
、

结论

% &
 

二

了9 。Η , ,
) ! 一 , +。乏〕) ! 一 。 + ) ! 于 。主+户

,
Η
。/ ) 4 ,

晓 + , 了∃
叻

一 ) <吮
, / + 。〕/ 1/

Ι , ) 4 一 , + ) 4 ∃ 碗 +

Η,/ ) 4 ∃ 碗 + ∃ 下 ∃ 碗 一 ) <喝 ∃ / +
,
〕1

Ι , ) 4 一 ,
+ ) 4 ∃ 叱 +

) ϑ 一 ϑ/ ∃ ϑ ∋ + ) Κ ≅
一 。

,

# 二 !
,

/

∃
玛

一 “

? 二 ! 一

犷 Λ 了8 ! 一 。 Ε 4 一 , 、 止生了Ε 丫
 

Μ 3 、!
几Ν Ο ‘”! 甲 代

, 一 , 、” 4 甲 代
, ∀

% Λ 二 ! 一

) ϑ 一 ‘ ∃ ϑ 4
+誊) Κ了

∃
玛+

ϑ/ Η ) Κ ≅
一 , ∃

玛
一 Δ 一 卫 ) Κ了

∃
现+ Π

,

本文给出了财政分权框架下研究政府最优税收

的动态模型
。

在一般的模型中
,

我们指出
5
如果要求

地方政府的财产税非负
,

那么地方政府 的最优 的财

产税一定为零 ∋如果假设政府的转移支付非负
,

则一

定有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为零 ∋ 同时
,

在存在地方政

府的消费税的基础上
,

中央政府的收人税可能为正
,

也可能为负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可能

为正的也可能为负的
,

这样可能出现地方政府向中

央政府转移部分消费税收人 的情形
,

甚至 出现的极

端情况是中央政府最优的收人税为负的情形
,

此时
,

地方政府的消费税用来补贴私人生产和用来满足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
。

最后
,

在一个不考

虑消费税的模型中
,

我们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财产税

不为零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为正的情形
,

这一情

形可以用来说明可能出现财产税为正的情形
。

同时
,

我们的数值例子给出了大量的比较静态的

结果
5
当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的边际生产率增加时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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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消费税税率增加 8当中央政府公共开支的边

际生产率上升时
,

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上升 8 当私人

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上升时
,

中央政府收人税税率

下降
,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增加
。

这里的模型采用的是 5’%Ν ∃6 074 和 Β∋∃2 7 的均衡

分析框架
,

进一步的工作可以推广到完全动态 的框

架
,

此时地方政府的最优性行为受的约束是消费者

的动态约束方程和地方政府 的预算约束
,

中央政府

的最优行为是在消费者和地方政府的动态最优性条

件和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下得到的
,

此时模型更加

广泛
,

当然结论会更复杂
。

同时
,

我们没有考 虑休

闲
,

如果把休闲引人消费者的效用 函数和劳动进人

私人的生产函数
,

这样就可以区分资本收人税和劳

动收入税
,

这样模型的框架更 加一般
,

结 论会 更丰

富
,

这是我们进一步要进行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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