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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居民消费潜能的税收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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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制约居民消费潜能释放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储蓄率和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作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税收可以通过为政府

提供公共服务筹集财政资金、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变征税对象的相对价格激发居民消费

潜能，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本文分析了税收激发居民消费潜能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提高税

收政策的稳定性、降低居民税收负担、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三个方面的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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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途径，而激发居民消费潜能对于扩大内需具有重要

支撑作用。激发居民消费潜能不仅是扩大有效需

求的必要保障，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2023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

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实际上，从《扩大

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到《“十四五”

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都充分体现了对扩大内需和激发居民消费潜

能的重视。作为政府取得财政资金和调控经济的

重要手段，税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促

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等途径对激发居民消费潜能

产生作用。本文就税收政策激发居民消费潜能进

行分析，为提出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能的税收

政策奠定基础。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及制约因素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

2023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持续稳定恢

复。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26796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9.2%。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2994元，增长 8.6%；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18175元，增长 9.3%。①从消费结

构上看，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与

居住支出占比达到 52.5%，分别增长 6.7%与 3.6%；

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与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占比 20%，分别增长 17.6%和 16.0%。②可见，随着

一系列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落地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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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20A&sj=2019. 居民消费水平会略高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这是因

为人均消费支出未将金融机构的金融媒介服务纳入在内，但这一差异并不影响总体结论。

②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6_19466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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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消费潜能正在被不断激发和释放，国内自

由流动的恢复也使得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服务业

消费明显回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变

得更加稳固。数据表明，2023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

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4.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82.5%，与 2022年的 32.8%相比，提高了

49.7%。①即使考虑到 2022年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受到疫情政策调整的影响，但较疫情前

2019年的 59%，②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

然有所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消费支出在我国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但是从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在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来看，仍呈现

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图 1）。若通过国际普遍采取的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体

现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近五年来，我国

居民最终消费占比从 2018年的 38.52%降至 2022年
的 37.01%。③这一占比无论是较 2022年的G7集团

中 的 发 达 国 家 ，例 如 美 国（68.84%）和 英 国

（61.85%），还是金砖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

度（60.55%）和巴西（63.08%）④，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图1 我国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计算。

（二）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阻碍消费潜能释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居民储

蓄率和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⑤数据表

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

及居民消费占居民收入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图 2）。

因此，激发居民的消费潜能需要从降低居民储蓄率

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两方面

入手。

图2 我国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计算。

一是居民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的配置关系。

基于传统观念，我国居民对教育、住房、医疗等问题

始终十分关心，投入也相对较大。研究发现，教育

支出对居民的消费挤出效应十分明显，对于有大学

生的家庭而言，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平均降低了

12%（杨汝岱，2009）。龙斧（2019）发现我国居民即

使主观上感受到较强的经济压力，也会对子女教育

进行投资。当这种教育投资的意愿与能力发生错

位的时候，居民家庭会采取降低日常消费、核心消

费与边际消费等方式满足子女的高等教育支出需

要。尹志超（2023）认为，无房或租房居民的消费率

难以提高，因为他们需要更多储蓄用于未来的居住

① 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超八成[EB/OL].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4/01-17/10147768.shtml，2024-

01-17.

②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20A&sj=2019.

③此处计算结果是通过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减去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得出的。数据来源详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bank.

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④详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⑤ 居民消费

国内生产总值
= 居民消费

居民收入
× 居民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
= 居民收入 - 居民储蓄

居民收入
× 居民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
= (1 - 居民储蓄

居民收入
) × 居民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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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相反，对于拥有多套房屋的居民而言，出售房

屋可以显著提高其消费率，甚至在房屋升值预期较

高的情况下，仅仅保有房屋可以提高其消费意愿

（王岳龙，2023）。此外，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显著

增强了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

机（朱波、杭斌，2015），而且当储蓄随着医疗支出而

减少时，居民消费率会进一步减少。

二是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

国内相关学者普遍认为，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劳动报

酬占比下降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同时，政

府收入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进一步加剧了居民

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臧旭恒，2023；李
梅 2023；杨宜勇，2015；王春雷，2012）。此外，受劳

动报酬占比下降、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结构

转型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逐步扩大

（纪敏，2021）。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居

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降低居民消费水平并阻

碍消费结构的升级（范晶，2023）。再者，城乡间收

入差距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我国消费不平等（孙豪，

2017）。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制约了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税收激发居民消费潜能的作用机制

（一）税收通过为公共服务筹资影响居民消费

潜能

政府通过对社会成员课税取得财政收入，用以

满足公共需要。作为公共服务的成本补偿方式，税

收对激发居民消费潜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税收为社会安全网的构建和完善提供

了相对充分的资金保障。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

要来源，税收将社会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至公共部

门，使社会成员从公共服务中取得收益。教育、养

老、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居

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有利于激发居民消费潜能。

另一方面，税收的课征也会直接导致居民税后可支

配收入的减少。相应地，降低税收水平有助于增加

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激发居民消费潜能。因此，

如何在征税的同时尽量减少居民的负担就显得格

外重要。如果政府职能超越了提供公共产品和矫

正市场失灵的范围，或者履行公共事务职能时的行

政效率较低，就会使实际税收水平高于理想的税收

水平，不利于激发居民消费潜能。

（二）税收通过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居

民消费潜能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味着居民的消费与收入

的增减并不是等比例的——高收入居民的边际消

费倾向通常低于低收入居民。因此，如果一个社会

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更多收入被少数社会成员掌

握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就会制约居民

消费潜能的释放，即随着收入的增加，用于消费的

部分占比会越来越小。如果税收能够遵循纵向公

平原则，使高收入群体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并将

这部分收入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增加低收入者的

收入，就会有利于低收入人群消费潜能的提高。值

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资

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更加便利，过高的税负可能

导致生产要素外流。因此，各国对税负水平的调整

也更加谨慎。此外，税收还会影响生产要素在正式

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的配置（谷成，2017）。因

此，在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以激发居民消费

潜能时，还应尽量避免税负变化对居民在正式部门

和非正式部门就业选择的影响。

（三）税收通过改变商品与劳务的相对价格影

响居民消费潜能

税收会改变应税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进而

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税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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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税商品或劳务

的需求价格弹性。消费者对应税商品或劳务的需

求价格弹性越大，意味着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价格

的变化越敏感，税收导致的应税商品和劳务价格变

化对消费者消费决策的影响就越显著。以政府预

期税收收入规模为既定目标，应税商品和劳务的选

择及其税率的确定对消费的影响可以从效率和公

平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效率角度看，要想使既定

税收规模导致的超额负担总量最小，就应当以较低

的税率对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和劳务课税，以较高

的 税 率 对 需 求 弹 性 较 小 的 商 品 和 劳 务 课 税

（Ramsey，1927）。简言之，在对应税商品和劳务征

税时，为达到效率损失最小化的目标，就应使税率

的高低与需求弹性的大小成反比。值得注意的是，

需求弹性大的商品通常为奢侈品，对奢侈品的消费

在高收入居民的支出中所占比重更大。如果按照

较低的税率对奢侈品征税，则很容易引致税收制度

的累退性。相反，需求弹性小的商品多为必需品，

对必需品的消费在低收入居民的支出中占比更高。

如果按照较高的税率对必需品征税，则会进一步增

加低收入居民生活负担。从公平的视角看，按照弹

性法则对应税商品课税，显然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目标的实现。

三、激发居民消费潜能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提高税收政策的稳定性

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收入

减少导致的社会预期偏弱，也就是说，消费者因当

期收入下降而使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弱，从而降低消

费意愿。只有在信心增强和预期稳定的情况下，居

民的消费潜能才能得以充分释放。短期实施的税

收优惠政策尽管可以在一定降低经济活动主体的

税收负担，但从长期看，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仍需

要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

前提。通过法定程序对税收要素作出调整不仅可以

反映社会成员的诉求和需要，也更加透明和稳定，有

助于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稳预期、强信心的作用。

基于对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和以国家最高所

有权为代表的税收依据，我国以往的税收实践更加

强调税收的财政收入职能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税收立法进程逐步

加快，目前税收体系中的 18个税种，已有 12个以法

律形式颁布。但从税收收入规模上看，目前尚未立

法的增值税、消费税等 6个税种的收入占税收收入

总额的比重接近 50%。①此外，从税收要素上看，增

值税税率的调整、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等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和标准等均由国务院确定。

以行政法规或规章、通知、文件等方式规定税种的

开征，以及计税依据和税率等税制要素的调整，不

利于保持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居民消费潜能的释

放。为使纳税人保持相对稳定的预期，未来的税制

改革应通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避免立法的行政化

倾向，通过依法确定税收要素提高税收制度的稳定

性，避免税收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居民消费潜能的释

放产生负面影响。

（二）降低居民税收负担

近年来，随着减税政策的推进，税收收入和财

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由 2018年的 17%和 19.9%
下降到 2022年的 13.8%和 16.8%。②税收负担的降

低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保护市场预期。

一是简并和降低增值税税率。自 2017年以来，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税收收入为166620.10亿元，上述未完成税收立法的6个税种的收入合计为80441.89亿元，占税收收入总

额的48.28%。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80401&sj=2023.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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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推行了一系列以减税为目的的增值税改革，对

降低应税商品和劳务价格，减轻经济活动主体负担

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未来的改革中，可以考虑保留

现有税率结构中的 13%和 6%两档税率，取消 9%的

税率。对属于生活必需品范围、原本适用 13%税率

的汽车、家电、药品，以及原本适用 9%税率农产品

和农业生产资料、运输服务、邮政服务和电信服务

等，可将税率下调至 6%，通过降低这些商品中所包

含的增值税，减轻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负担，

促进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和消费升级，提升居民幸

福感。

二是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在扩大内

需目标下，将消费税改革作为引导居民消费的重要

手段，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潜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消费税于 1994年开征，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消费能力的上升，部分税

目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已经成

为大众日常消费的应税品消费品，可以适当降低税

率，并逐步移除至消费税征税对象之外，以促进居民

消费潜能的释放，避免对消费升级产生负面影响。

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项目。充分考

虑养育、教育、医疗、住房等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支

出，在扩大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范围的同时，加大

扣除力度，通过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居民

的边际消费倾向，促进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对于

现有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

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和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附

加扣除标准，可以通过指数化设置，避免通货膨胀

对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三）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与商品税不同，所得税更不容易转嫁，因此有

关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更多聚焦于个人所得税。

然而，数据表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无论从规模

还是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都十分有限，很难在收入

分配方面发挥预期的作用。2022年我国个人所得

税收入为 14922.85亿元，仅占税收收入总额的

8.96%。①

现行个人所得税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

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为综

合所得，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简并

综合所得累进税率的级次、降低综合所得的边际税

率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缩小

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率的差距，激发中低收入群体的

消费潜能。为了使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中发挥

更显著的作用，应逐步扩大综合所得的征收范围，

将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纳入征收范围。对所有类

别的所得总额按照累进税率综合课税无疑更有利

于体现纵向公平的原则，有效调节收入分配。降低

社会经济中非正式部门的比重以扩大税基范围、通

过涉税信息的收集和比对加强自然人的税收征管

有助于促进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

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比更高的商品税可能

比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

因此商品税的改革同样不可忽视。在边际消费倾

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商品税主要通过以下两种路

径发挥收入分配作用。一方面，由于生活必需品在

低收入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更高，因此对这部分消

费品按照低税率征税有助于提高税收制度的累进

性；另一方面，奢侈品在富人消费支出中占比更高，

对这部分消费品适用较高税率有助于提高税收制

度的累进性。未来增值税和消费税改革可以按照

这一思路调整课税范围和适用税率，在更大程度上

激发居民消费潜能。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9



专题策划：财政与完整内需体系

地方财政研究2024年第 2期

参考文献：

〔1〕 Ramsey, F.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 [J].
Economic Journal, 1927, 37: 47-61.

〔2〕 范晶,高艳云 .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J].
统计学报,2023,4(05):49-60.

〔3〕 谷成,孙璐 .非正式经济课税：理论分析与政策引申[J].
财政研究,2017(1).

〔4〕 纪敏 .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提振居民消费[J].金融

纵横,2021(02):10-13.
〔5〕 李梅,黎涵,刘成奎 .财政支农支出、农村资金外流与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J].经济问题探索,2023(01):159-175.
〔6〕 龙斧,梁晓青 .代际消费不平等:阶层化视角下子女教育

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J].南方人口,2019,34(04):
26-36.

〔7〕 孙豪,胡志军,陈建东 .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估算及社会福

利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12):41-57.
〔8〕 王春雷 .促进总需求结构调整 扩大居民消费的税收政

策[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6).
〔9〕 王岳龙,蔡玉龙,唐宇晨 .房价升值预期、财富幻觉与家

庭消费——基于《国六条》的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2023,40(09):116-137.
〔10〕杨汝岱,陈斌开 .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

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9(8).
〔11〕杨宜勇,池振合 .充分发挥税收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J].

税务研究,2015(3).
〔12〕尹志超,蒋佳伶 .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储蓄率吗？[J].社

会科学辑刊,2023(04):122-133.
〔13〕臧旭恒,易行健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与新发展格局下的

消费潜力释放（上）[J].消费经济,2023,39(01):3-17.
〔14〕朱波,杭斌 .流动性约束、医疗支出与预防性储蓄——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
2015(3).

【责任编辑 成 丹】

参考文献：

〔1〕 董志勇,李成明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

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学报,2020,24(05):47-55.
〔2〕 付敏杰,张平 .新常态下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的税收政

策[J].税务研究,2015(03):11-16.
〔3〕 周豫,丁子珈,曾枝子,等 .提升居民消费率、关注重点消

费领域、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提升[J].中国发展,2023,23
(02):40-45.

〔4〕 魏后凯,芦千文 .城乡融合视域下扩大农村内需的潜力

与路径[J].China Economist,2023,18(04):2-29.
〔5〕 杨远根 .国内大循环、农村振兴与财政政策优化[J].改

革,2021(08):52-63.
〔6〕 张晴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优化研究[J].

财政监督,2022(03):87-93.
〔7〕 刘军,王光旭,林俊 .恢复和增强居民消费需求韧性的税

收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23(09):50-56.
〔8〕 乌兰,刘银喜,陈丽丽 .税收政策助推农村振兴：逻辑关

联、现实局限与优化路径[J].财政科学 ,2023(04):106-

115.
〔9〕 马海涛,文雨辰 .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居民消费的税收政

策再思考[J].新疆财经,2023(04):5-14.
〔10〕黄洪,张世敬,甘宇星 .税收政策促进消费的主要目标与

具体思路[J].税务研究,2023(09):44-49.
〔11〕高传胜 .有为与可为：新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建设与改革 [J].社会科学战线 ,2023(12):219-
235.

〔12〕程瑜,张琦 .新发展阶段财政支持扩大内需战略：理论

阐释、现实约束和路径优化[J].地方财政研究,2022(07):
4-11.

〔13〕高挺,夏禹 .支持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财政政策研究[J].
地方财政研究,2022(07):37-45.

〔14〕刘昊,陈工 .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协同及财

政积极作为[J].地方财政研究,2022(07):12-21.
〔15〕李俊松,李俊高 .美日欧农业补贴制度历史嬗变与经验

鉴镜——基于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三阶段论”[J].农
村经济,2020(04):134-142.

【责任编辑 孟宪民】

（上接第24页）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