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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十月十二日的快讯中探讨了目前的财政收入结构。 该结构显示，从有效税负上

看，普通老百姓可能是承担公共支出成本的主要群体。  如果纳税人认为自己负担的份

额与其所取得的，相比合理，这还不足以让人担忧。 然而，既然社会上有呼吁缓解税

负过重的声音，就意味着有些人不以为然。  这种情绪说明，政策设定者和公众之间应

经常保持互动和反馈，需要认真对待。 

 

2011 年中国财政预算的公共支出总额约为 100,000 亿，或 GDP 的 25%。其中约 55% 会

花费在纳税人能直接受益的项目上，比如教育和社会保障。 正如一般合理的预期，教

育和社会保障是两个最为突出的政策范围，获得了最大额度的公共资源分配：教育，

占整个预算的 14.23%，或 GDP 的 4%；社会保障，占整个预算的 10.35%，或 GDP 的

3%。 但是只有 5.35% 的总预算支出，或 GDP 的 1.34% 是花费在卫生保健方面，这种

分配确实令人有点诧异，因为对收入和积蓄有限又要照顾病人的普通家庭来说，最为

苦恼的是医疗花销。请见下面附表 1 的分析。 

 

为了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拿美国做个比较。  美国 2011 年的财政预算支出也约占其

GDP 的 25%，其中社会保障约占 4.8%，医疗援助占 5%。 当然，对直接比较得出的看

法，我们还要慎重思考，但这种分配处理的差距清楚地表明，卫生保健显然应该获得

更多的政策关注。 观察者可以凭个人经验帮助确认，以上说法是否言之成理。 

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 25% 的资源分配，这种配置基本合理，但正如上文指出的，某些

政策面需要更受关注。 另外，这不仅是分配多寡的问题，政策执行的质量和有效性，

可以更直接地决定纳税人对其得益于社会的感受，从而决定他们是否认为自己负担的

税负公平合理。 

本文虽然着重分析政府的分配作用，尤其是直接得益于普通百姓的服务性支出的资金

分配，但我们并不是断言，公众对税负的分担仅仅同政府服务的分配相关，政府还应

该在其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稳定和再分配方面。 另外，本文假定，在教育、

社会保险、医疗这些方面，普通百姓这个群体更倾向于依赖于政府服务；其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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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收入者，他们积蓄多，能力强，期待的可能有所不同，会认为经济环境和制度

发展对未来和生活更为重要。 

总之，关于税收合理化，我们认为，税负的分担，应该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相匹配。 

因此，社会各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一致性和差距程度，应决定政府财政收入项目

结构的分布形态。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收入差异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具有累进性质

的直接税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具有累退性质有较广阔税基的间接税，其影响则

应该小一些。 这似乎是中国税收走向合理化的方向。 

 

附表 1 

      人民币亿元   占预算比例 占 GDP 比例 

2011 年 GDP, 预计     400,000.00     

2011 年预算总支出    100,022.00  100.00%  25.06% 

2011 直接服务于纳税人计划   54.97% 13.77% 

支出性质分析，以分配比重排序     

 教育         14,262.90  14.23% 14.23% 3.57% 

 社会保障和就业       10,372.70  10.35% 10.35% 2.59% 

 一般性公共服务          9,765.80  9.74% 9.74% 2.44% 

 农林和水         9,330.20  9.31%   

 社区服务          6,599.20  6.58% 6.58% 1.65% 

 公共安全           6,244.20  6.23%   

 运输            6,146.30  6.13% 6.13% 1.54% 

 国防            6,011.60 6.00%   

 卫生保健           5,360.10  5.35% 5.35% 1.34% 

 科技          3,689.80  3.68%   

 资源开发、电、信息        3,650.70  3.64%   

 其他费用           2,960.00  2.95%   

 环境服务         2,811.0 0 2.80%   

 住房             2,583.60 2.58% 2.58% 0.65% 

 政府债券利息支出        2,219.30 2.21%   

 文化、体育、媒体   1,713.40  1.71%   

 食品和储备    1,579.40 1.58%   

 地理资源，观测         1,472.50  1.47%   

 商务          1,377.70 1.37%   

 准备金           1,140.00  1.14%   

 金融监管服务            592.70  0.59%   

 对外关系             317.90  0.32%   

 灾后重建和恢复            19.00  0.02%   

      100,219.90  100.00% 54.97% 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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