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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hur Laffer,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upply school, was promoted to the economic advisor of 
President Reagan for his “Laffer curve” theory. The Laffer curve principle has also been widely dis-
cussed by global economists on national tax issues because of its simplicity and image. The Laffer 
curve principle also has extensiv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background in China. For example, in 
the field of taxation in China,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15, it proves that the Laffer curve is also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the field of people’s live-
lihood,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sure of buying a house and the Laffer curv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ffer curve in China from these two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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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因其提出的“拉弗曲线”理论升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拉弗曲线原理

也因其简洁、形象迅速被全球经济学家应用于对国家税收问题的普遍讨论中。拉弗曲线原理在我国也有

着广泛的研究和适用背景，如在我国税收领域，通过对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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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拉弗曲线在我国也有成立的依据；同时在民生领域，买房压力与拉弗曲线也存在一定的关系，本文

主要从这两个侧面探讨拉弗曲线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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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元前六百年，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取民有度”，对当时齐国的赋税制度做出了深入的

探讨，主张“上下有度”的合理赋税制度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历史巨著《史记》也是重

要的经济著作，司马迁提出了“善因论”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对于老百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政策“善

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也就是说，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

是不干涉人们自由进行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不要横加干预，在某些方面进行诱导和教化，鼓励或告

诫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应当遵循的规范，必要时进行一定的调节和限制，“与民争利”是最低阶的经

济政策。他认为，农工商等经济活动是“衣食之源”，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经济活动，就扩大了

衣食之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如果个人的经济活动受到了限制或阻碍，衣食之源就会萎缩，既

不会利家也不会富国。这里所说的实际就是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社会力量和外资

前来投资兴办实业，以扩大税基，增加税源，增强政府的财力，加快经济发展。 

2. 拉弗曲线理论缘起 

这不仅是东方智慧，西方现代经济学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

弗也认为[1]，政府税率对美国政府税收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存在一种边界税率，当税率高于该边界税

率，政府税收就出现拐点而下降，这成为里根时代的巨额财政赤字的根源。因为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

要看税率的高低，还要看课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

极性，因为税率过高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企业便会心灰意冷，纷纷缩减生产，使企业收入降低，从

而削减了课税的基础，使税源萎缩，最终导致税收总额的减少[2]。当税收达到 100%时，就会造成无人

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1974 年，拉弗开始展示他的拉弗理论和曲线，他认为美国财政当时已经位于钟型右侧的“税率禁区”中，

高税率会成为新的凯恩斯陷阱，只有通过减税的政策才能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滞涨[3]。根据拉弗曲线形态可知，

倒 U 型的两端，即当税率等于 0 或 100%时，政府对应的税收均为 0 (当税率 = 100%时，没有企业会选择进

行生产，因而政府也没有税收)。这无疑符合我们的朴素逻辑，在两个端点上是成立的。同时，拉弗认为中间

区域的形态是凹的，这意味着只有一个最优税率使得政府税收最大化[4]。Blinder、Fullerton 等对拉弗曲线理

论进行了验证，支持税收在税率超过一个临界值后会出现下降的结论。Buchanan 和 Lee 同样认为拉弗曲线成

立，并用短期拉弗曲线和长期拉弗曲线解释了政府为何不执行拉弗最优税率的原因，纳税人面临长期拉弗曲

线，而政府面临的短期拉弗曲线位于长期拉弗曲线右方，这种差异导致政府无法将税率政策调整到最优水平，

证实了美国的平均税率和税收收入的倒 U 型关系，并得出最大化税收的税率约为 35%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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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拉弗所提出的拉弗曲线[5]，主要针对的是税率和税收的 U 型关系，因而对政府确定其合理的税

收税率具有重大的意义。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罗伯

特·巴罗也有相近的结论。在公共财政理论领域，巴罗提出了税收平滑模型，这是在研究李嘉图平衡并对

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模型，讨论政府公共债务的规模决定因素。巴洛认为，税收政策会扭曲经

济关系导致税率损失。需要降低税收扭曲成本来解决公共开支的收入来源问题。因为税收的扭曲成本是税

率的二次增函数，在动态环境中，过大变化的税率将使税收扭曲成本大幅攀升。巴罗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各

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凯尔斯主义理论做出了批判，这一点与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有相似的立场。 
巴罗所发现的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类似拉弗曲线的邢台，称为广义的拉弗曲线，这使得这一

理论将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目标联系起来，由于非零财政赤字率条件的加入、并考虑税收与财政收入的

高度相关性，见图 1。财政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也呈现这种拉弗曲线的形态。 
 

 
Figure 1. Laffer curve and generalized Laffer curve description 
图 1. 拉弗曲线和广义拉弗曲线说明 

3. 拉弗曲线在中国的实践 

在国内外的实证角度来看，广义拉弗曲线是否成立，仍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尤其是倒 U 型的成立，

可能需要某种调制机制。通过对平滑转移模型和财政赤字率的引入和分析，可以使之得出显著结果。在

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对财政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有助于研究拉弗曲线的正确性，并据此推动

中国宏观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对政府预算和税收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在巴罗的研究中，税收的概念主要指个人所得税[6]，中国的税收占财政一般收入的 82%以上，因而

引入广义拉弗曲线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实践意义。 
见图 2 和图 3，选取吉林、宁夏、北京、福建等东南西北地区的代表性省市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点，

根据其 1995 年~2015 年的财政收入占比与 GDP 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对问题的研究提供依据。 
我们同样纳入政府部门，并考虑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不相等状况下的均衡解。可以预测，政府财政

赤字率有助于促使财政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广义拉弗曲线呈现对应的形态。基于经济增长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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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vincial fiscal revenue as a function of GDP growth rate 
图 2. 各省财政收入占 GDP 增长率关系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cal revenue ratio of the four provinces 
and the actual GDP growth rate in 1995-2015 
图 3. 1995~2015 四省份财政收入占比与实际 GDP 增长率关系 

 

的条件下，将各影响因素设为变量，代入相应的增长率进行数据求导和构建隐函数进行全微分运算，可

以得出如下图 4 的曲线形态。 
分析图示中出现的多条倒 U 型曲线[7]，代表了随着财政赤字率增高或降低，以及广义拉弗曲线的演

变过程。在纳入财政赤字率后，得到财政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图。在根据财政赤字率的大小进

行分组后，图中会呈现出明显的多阶层倒 U 形。理论模型证明了随着财政赤字率的增大，最优财政收入

占比将向右移动。即随着财政赤字率的增大，相应曲线的隐含最优财政收入占比的值也随之增大。 
我们将吉林、宁夏、北京、福建等四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行绘图，可以得出下图所示的结果。图中

的黑色加粗实线代表的是财政赤字率中位数对应的拉弗曲线，虚线代表低于财政赤字率中位数的拉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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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escrip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with respect to variable changes: Curve shape 
and curve movement 
图 4. 理论模型关于变量变化说明：曲线形态与曲线移动 

 

线，普通实线代表高于财政赤字率中位数的拉弗曲线。最上方的虚线代表的是最小财政赤字率对应拉弗

曲线，最下方的实线代表的是最大财政赤字率对应的拉弗曲线。可以发现一个启发性的规律：若省份 GDP
基值越高，则对应的财政赤字率波动越小，隐含最优财政收入占比越低，且散点由靠近钟形曲线的右尾

部来捕捉。例如，对于经济发达的北京和福建，其财政赤字率波动低于 0.1%，其实际数据的散点簇明显

向右偏离了拉弗曲线财政收入占比最大值，即最优财政收入占比落在散点簇外，其他发达省份如上海、

广东、重庆等均具有类似现象。相反，经济欠发达的吉林和宁夏(其财政赤字率波动分别为 3%和 6%)的
实际数据散点簇靠近拉弗曲线的中心，即最优财政收入占比落在散点簇内。 

这样的结果可以看出，发现政府公共开支和财政收入两种渠道将影响资本边际产量，进而影响经济

增长。在给定合理的财政赤字率时，经济内生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占比存在类似拉弗的倒 U 型关系。在分

析财政赤字率变化的影响过程中，发现财政赤字率与经济内生增长率的最优值同向变动。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但与

此同时，中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问题犹存，经济增长内生

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这不仅体现在政府财政方面，也体现在国计民生方面，比如中国人民对

买房的需求和因而引发的压力，与拉弗曲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4. 买房压力与拉弗曲线的关系 

2013 年以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强调重点话题之一就是房价问题。从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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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住房保障和房地产调控工作”到 2016 年“加快研究”到 2017 年的“加快建设”，房价问题的落

实越来越重要。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是我国买房观念的特殊背景下，房地产对居民消费

的影响显著，特别是对房价的预期，成为影响居民消费至关重要的因素。 
由于买房压力带来的效用函数的变化，最初是进入消费的效用上，体现为：为了买房而减少自己的

正常消费，体现在函数上是存在一个小于 1 的系数，使得在买房压力下，对其他商品的消费的效用会降

低。其次则是体现在劳动的效用上，一般来看，劳动越多，会产生越大的负效用，劳动的负效应是劳动

的单调递增函数，同时这种负效应增加的速度也是递增的，而买房压力对于劳动负效用的作用是由于压

力本身的作用，使得人们对劳动产生的负效用的可承受能力增强，体现在函数上就是存在一个系数从总

体上降低劳动的负效应。 
在这个模型中，政府只作为征税主体，假设政府取得的所有税收收入都一次性返还到经济中，从而

保证每期预算的平衡。政府税收收入的来源分别是消费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买房效应的参数

赋值总体情况见表 1，参数中关于买房行为对于效用函数影响的参数 w1、w2、p 以及 h 的取值来源于数

据计算，关于房价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房地产百城价格指数》，见表 1。 
 
Table 1. Parameter assignment of buying house effect coefficient and its basis 
表 1. 买房效应系数的参数赋值及其依据 

参数 基准值 取值依据 

W1 234.61 各城房屋样本均价的最大值的 1/2 次方 

W2 63.34 各城房屋样本均价的最大值的 1/2 次方 

P1 12,938 百城价格指数 

P2 55,040 深圳房屋样本均价 

H1 0.07 人均拥有住房面积占理想住房面积的比重 

H2 0 无买房效应时的对照组取值 
 

研究买房压力对拉弗曲线的变化，将劳动所得税的税率作为变量，从 0%变化到 100%，分别模拟没

有买房效应系数、全国平均房价下的以及深圳房价下的拉弗曲线。 
 

 
Figure 5. Laffer curve under different buying pressure 
图 5. 不同买房压力下的拉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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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中用全国平均的房价得到的拉弗曲线和用深圳房价数据得到的拉弗曲线是一样的，同时这两

种情况下的经济稳态的其他数据也是相同的。直观地说，无论在什么房价条件下，人们感觉的压力相对

于消费的值是一样的，在大城市房价压力大，但相对的是同样较高的消费，而小城市房价压力小，相对

的是同样较低的消费，所以真实感受到的压力的相对值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房价的变化不影

响拉弗曲线。一方面由于买房压力使得人们为了尽快能买到房而拼命劳动，劳动的负效应减少，总体效

用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买房压力让人们觉得很多正常消费是不值得的，应该省下钱来买房，所以消费的

效用降低，总体效用降低，这种总效用的增加和减少会相互抵消，虽然不会完全抵消，但至少会抵消房

价的部分。 
拉弗曲线受到买房压力影响较小[8]，特别是最优税率点没有发生变化，所以除了制定房产税时需要

考虑房价的因素之外，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当受制于房价因素，供给侧改革虽然要考虑到房价这

一民生问题，但是绝对不应当是改革的重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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