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先进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债务比率居高不下，发展中经济体的脆弱因素不断出

现，这为全球财政形势笼上了一层阴云。在先进经济体，随着预算赤字不断削减（日

本显然是例外），平均公共债务比率预计将在 2013 至 2014 年逐渐趋于稳定，但仍将

达到历史峰值（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10%，比 2007 年水平高出 35 个百分点）。模

拟分析表明，这些经济体如能将总体预算水平保持在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中期建议的水

平上，那么，到 2030 年，其平均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降到约 70%，尽管某

些国家的这一比率仍将保持在 80%以上。然而，巨大的债务存量、不确定的全球环境、

疲弱的增长前景，以及日本和美国等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具体的中期调整计划的缺失，

都将加大实现上述目标的难度。在起草本文之际，美国联邦政府关闭以及至今未能提

高债务上限均加剧了不确定性。政府短暂关闭的影响可能有限，但长时间关闭可能会

非常有害。如果不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则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在

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财政脆弱性因素在不断累积。究其原因，在新兴市场，

是由于金融波动加剧，潜在增长率下调；而在低收入国家，则是由于商品价格可能下

降，援助可能减少。 

 

因此，加强财政平衡和加固信心依然是政策议程的首要任务，尽管各国的形势紧急程

度有所不同。在债台高筑的先进经济体，财政整顿应以可信的、基于周期调整项的中

期计划作为支撑，从而使自动稳定机制有空间发挥缓解意外冲击的作用。在融资允许

的情况下，这些经济体财政整顿的速度和内容应有所调校，其目标应是减轻短期经济

活动风险，同时改善长期增长前景。而那些财政空间缩小甚或消失的新兴经济体，则

应利用总体上仍较为有利的周期性条件，开始重建其财政缓冲。由于潜在增长和利率

前景存在不确定性，这些经济体需采取更主动的行动应对市场情绪的突然转变。尽管

如此，其重建财政缓冲的速度应由债务和赤字水平来决定，同时还要将融资情况考虑

在内。低收入国家可获得的优惠资金的减少，以及资源丰富型国家商品价格的下滑，

都突出表明，须加强国内财政收入筹划，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着眼于上述问题，本期《财政监测报告》将进一步探讨税收改革能否以及将如何促进

公共财政的增强。税收一直都是一个敏感话题，如今也比以往更显著地处于全世界政

策辩论的核心。主要的难题在于，在降低先进经济体债务比率，以及满足发展中国家

日益增多的财政支出需求方面，税收如何能最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应如何——特别是

在困顿时期——兼顾公平与效率，从而保障长期增长？  

 

在实践中，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财政整顿对收入措施的依赖程度高于人们最初的设

想。但各国做出的选择往往只是权宜之计，而非出于构建更强健、更公平的税收制度

的考虑，从长期看来，这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为解决环境层面的问题

或纠正金融部门低效问题，原本更有效的方法是扩大税基和增加税种，但现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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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提高税率。虽然很多国家进行了相当部分的调整工作，但增长前景并未改善，有

鉴于此，当前的政策设计应重在消除长期存在的税收扭曲因素并推动潜在增长。 

 

各国能否更多、更好、更公平地开展税收？本报告中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很多先进经

济体，提高财政收入的空间受到了限制，并且，在税收比率已经很高的经济体，很大

一部分调整举措都不得不落在财政支出方面。然而，很多经济体（包括财政整顿需求

最大的一些经济体，如美国和日本）依然能够筹集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又能限制经

济增长所受到的扭曲和负面影响。扩大增值税的税基从经济效益上来看是首选举措

（新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易于与贫困群体保护措施相结

合。在新兴和低收入国家，提高财政收入的潜力往往巨大，加强征管仍将是一个核心

挑战。各国早就应认识到，国际税收框架已经难堪大用。尽管难以量化，但对这一框

架的改革也可以带来大量财政收入。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更多地依

赖于公司税收，而这些税收又往往来自于一大批跨国公司。  

 

对于很多先进经济体来说，从收入分配顶层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在某些经济体，这

可以满足相当一部分财政调整需求）似乎还是有操作空间的。无论是先进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大多都有充足理由从房地产税收中获得显然多于其他来源的收入，尽管这

种做法在房地产市场具有合理弹性的情况下才最为适宜。原则上，针对财富的税收也

能带来可观的潜在财政收入，且效率成本相对较低。此类税收在以往表现并不理想，

但随着公共利益的增长，国际合作的加强，此方面的支持将增多，逃税机会将减少，

因此情况将得到改善。国际税收改革的难度将加大，因为改革不仅要应付那些千方百

计减少纳税的投机行为，而且还要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例如：如何在各国间分配税基，

以及如何通过加强税收合作来更好地实现互利。 

 

即便是设计最佳的税收改革，也难以摆脱政治上的限制。历史经验表明，行之有效、

长期持续的税收改革往往都是在局势较好的时期实施的，因为，在这样的时期，丰厚

的财政收入可用来补偿改革受损方。但在困顿时期，改革若能与各国制度状况相适应，

并辅之以广泛的政治共识构建以及宣传策略，那么也是可以顺利实施的。在当前的税

收时代，对此类改革的呼声自然会日益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