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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税收选择 工具。在本书一开始，作者就提出

了这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国家是否应该全部开征增值税？并

肯定地回答“是”。

尽管本书余下的部分没有突

破许多新的基本理论，但它还是

支持了这些论点，并对有关发展

中国家如何才能更好地实施增值

税的一种微妙观点提供了支持。

本书指出，关于不同增值税在设

计上的特征，尤其它们运作结果

之间的关系，目前普遍缺乏实证

分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书的主要结论论证了一个

与税收政策和管理思路相对立的

新鲜而有见识的、可行的观点，

无疑反映出作者在过去许多年里

在世界至少25%的国家广泛工作的

阅历。

更好的选择

在对全球增值税增长的一片赞

扬声中，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政

府税收确实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增

加，这一点很重要，但有时被忽略

了；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开征

增值税也许是最不完美的办法。作

者注意到，面对资本流动性的日益

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

家来说，税收收入有可能由公司利

得税来承担，而全球的个人收入税

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在税收设计

中，重大的选择是在薪金税和增值

税之间做出的。按照作者的观点，

与薪金税相比，增值税更适合用来

调节非正规经济。

本着对增值税的信任，作者继

续讨论了两个主题，它们是发展中

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对税收进行适当

设计时涉及的基本问题。首先，像

生活中一样，在税收设计中，只求

还好不求最佳是错误的——面对空

前增长的法律、政策与管理上的复

杂性而试图解决所有增值税问题是

注定要失败的。其次——这个问题

与第一个问题有关——作者告诫发

展中国家不要试图涉及其他国家以

前没有成功涉足的领域。

作者认为，行政管理能力低下

的国家最好是关注于基本权利，把

实行最前沿方案的事情——例如遏

止欧洲类型的竞技比武的失误、解

决数字化销售中的问题以及税收财

务服务——留给在财力和管理能力

上更有承受力的国家来办。正如他

们正确指出的，在发展中国家，

“税收实际上是……受行政能力支

配的，而且政治上是必要的。”

说到发展中国家增值税的具体

设计特征，作者总体上坚持传统的

意见（他们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又

不同于20年前的传统意见）。这包

括诸如对增值税的登记采取高门槛

限制了纳税人数量，尽可能弱化减

税，避免多重税率，使用适当的审

计方法取代高科技的计算机系统以

及避免免税。

第八章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论述了人们对省州级增值税日益高

涨的兴趣并越来越多地使用。作者

就当前这方面的实践状况和理论问

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概述和

分析。本章的结尾以现实主义为

特色，并恰到好处地细心注意到

“（省州级增值税）是否能在诸如

印度这样的国家令人满意地运作尚

有待观察，在这类国家，邦政府具

有某种较大的财政权限，然而，中

央政府与邦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行

政能力限制。”

《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

增值税》定会给任何一位对税

收设计、公共行政管理或一般

发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的书架

增添价值。

Victoria Perry
IMF财政事务部处长                            

————————————————

书评编辑Archana 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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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Richard M. Bird和Pierre-
Pascal Gendron撰写的《发展中国

家和转轨国家的增值税》是一部可

读性极强的著作，本书对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国家中有关采用和实行增

值税的重大问题的综合论述全面而

具有创见。

对于进行这样的分析来说，本

书作者占据了尤其有利的地位。

Birde是加拿大最为著名的公共财

政经济学家，也是公认的增值税

专家。他曾在 IMF和世界银行就

职，并独自在50多个国家工作过。

Gendron也是一位公共财政经济学

家，曾就职于加拿大政府，并广泛

参与了财政与税收事务的咨询工

作。

本书给人的感觉是，现行增值

税多种多样、较为复杂，而且围绕

这一税种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但是

作者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增值

税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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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解释“天性”

Tim Har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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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经济学家：

我感到自己被当前四处泛滥的

“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书籍淹没

了。在读了Tim Harford的前一部著

作《秘密的经济学家》以及《透露

观点》、《无视事实》、《群体的

智慧》，以及当然还有《怪异经济

学》之后，我到底应该听劝读一下

《生活的逻辑：非理性世界的理性

经济学》，还是应该坚持读我的经

济学教科书？您是否能够告诉我这

么多的此类书籍是如何写出来的？

流行经济学中的迷失者

亲爱的流行经济学中的迷失者：

是的，《生活的逻辑》非常值

得一读。

首先，其他书籍可能会选择诸

如结婚与离婚、肥胖症、赌博、嗜

好或者您的老板等等漫无边际的事

作为假设——是的，所有这些事情

确实关乎人的一生？而且目前其他

经济学研究除了这些问题外，还对

诸如城市人口变化动态、工业革命

的起源以及为何我们的智人祖先可

能使尼安德特人灭亡等等之类的问

题提供了令人亢奋的解释。

其次，在别的地方您可能看

到对CEO们为什么能拿这么高的

工资的理性解释（暗示：并不是

因为“他们值这么多钱”），或

者为什么《性别与城市》的Carrie 
Bradshaw会悲叹曼哈顿的男人太

少，而且也不移居到比如阿拉斯

加的安克雷奇。Harford解释道，

“妇女数量众多可能决定了她们与

其去竞争奇货可居的男性，不如移

居到男人虽穷，但人数更多的地方

去。”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在政治

上过于荒谬，那么，试想一下，根

据生物进化论，有权势的男人就能

更好地保护家庭，而更年轻的妇女

就能生育更多的子女。

第三，在别的地方您可能被介

绍给一个比如著名的角色定型的杰

出人物，他坚信自己确实能比虚构

的更强大，从电脑怪人“耶稣”克

里斯•弗古森变成扑克冠军，他在

2000年和2004年世界扑克系列赛中

的赢局比十年中任何一个使用John 
von Neumann的扑克模型的对手都

要多（注：在拉斯维加斯可别用这

一手）。您也可能被介绍给头顶诺

贝尔桂冠的托马斯•谢林，他用博

弈论将世界从核战争以及禁烟中拯

救出来（任何一个吸烟者可能都会

告诉您后者比前者更难）。

于是，在《秘密的经济学家》

之后，Tim Harford再次向我们讲述

了他在前沿性研究中的游历，即从

一个“经济学家培育的新品种”，

到坚信一个简单的承诺：我们在对

激励做出回应。Gary Becker和谢林

明显受到Harford的影响，他们俩将

理性选择的视角应用于大多数不可

能使用的生活领域。加上一大群现

有的新思想者（Daron Acemoglu、
Ed Glaeser、Lena Edlund、Michael 
Kremer、Mark Granovetter、Justin 
Wolfers等），您会得到一个令人眩

晕的、有关奇闻佚事的集子，它们

由一个关键假说粘在一起：有关生

活的许多问题、浪漫故事、加法、

城市化，甚至种族隔离都能被说成

是人类理性的曙光。

但是，您可能会问，理性是所

有事物的动因吗？非理性的行为不

也是构成人类天性的主要成分吗？

正如Dan Ariely从最近的行为经济

学中总结出的一部著作《墨守成规

的非理性：促成我们决策的隐藏因

素》中指出的，我们不可能对我们

所面临的不同抉择的价值都进行理

性的计算。例如，关于老实人在公

共小吃店中行窃、官方供应但是没

有钱以及病人使用昂贵的药品比用

廉价的普通药品的结果更好等等问

题的思考。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

“激励经济学”——亦称Harford市
场诀窍最佳模型——与“情感经济

学”对立起来，在情感经济学中，

经济行为有可能会因对诸如情感、

冲动与社会道德等因素的错误理解

而受影响？

这正是《生活的逻辑》所要纠

正的地方。我们可能正处在从理性

选择出发的好时机，但是，对标准

的人类理性假说的解释依然惊人地

多。一旦您去探究工作中所隐藏的

激励因素，并想搞清如何加以应对

的时候，那些看上去不能说明的东

西乍一看会形成您的感觉。纽约

人和伦敦人花费更多的钱在城市生

活，这种消费方式超过了他们工资

的涨幅，这也是实情，就拿迪斯尼

的股东来说，如果即便他的时间只

花在看《猫和老鼠》上，他也会觉

得在迈克尔•艾斯纳任期的13年中向

他支付8亿美元的薪水是理性的。

至于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您注

意到越来越多的最好的卖方都在用

经济学这把透镜来解释一切事物，

这是对的。这证实了——如果必须

证实的话——成功带来了仿效者，

而经济学家是对激励做出最初回应

的人。幸运的是，重拾《生活的逻

辑》的应该是一个无头脑的人。如

果您对人类的天性如何恰当地与

“沉闷的科学”放在一起感兴趣，

此举便是理性之举。

Gilles Bauche 
IMF对外关系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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