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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税率
、

政府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
“

龚六 堂 邹恒甫

内容提要 本文推广 了 盯 和 一 关于政府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模

型
,

讨论了多级政府下的政府花 费
、

税收和政府 间的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就特殊形

式的生产 函数和效用 函数
,

导 出了经济增长率与政府税收和政府转移 支付的关 系 通过数值

方法讨论 了政府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关键词 政府花 费 税收 政府转移 支付 内生经济增长

在 内生经济增长模 型 中考虑 了政府公共花费和政府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
。

其后
,

很多经济学家对这个模型进行 了推广
。

本文的模型推广了 一 一

和 一 的工作 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划分为公共消费和公共投

资 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分成公共投资转移支付和公共消费转移支付
。

模 型

我们记中央政府的公共消费和公共资本积累分别为 和 勺
,

地方政府公共消费和资本

存量分别为 、 和
涅 ,

私人消费为 。。

这样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定义为 。 。关气
,

,
。

我们进一

步假设消费者从私人消费
、

中央政府公共消费和公共资本存量
、

地方政府公共消费和公共

资本存量中获得正的
、

递减的边际效用
。

为了得到 内生经济增长率与各种经济参数的关系
,

我们采用特殊的效用函数形式
‘

·

蒸 户 , ,
一 。 。

· ,

其中 。 , , , , , 和 为正常数
,

并且满足 。 , , 。

同样地
,

我们推广 一 一 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

把两级政府的公共资本

存量引进生产函数

夕 夕 , , 户 布

其中 表示产出
, , 为私人的资本存量

,

和 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本

存量
。

同时假设生产函数 , ,

气
, ‘

是严格单调递增的
、

严格凹的
、

二阶连续可微的函

数
。

为 了得到显示解
,

‘

我们取 一 形式的生产函数 一 厂
,

户 了
, ,

其中

。 ,

。
,

。 为常数
,

并且满足 。 , 。 。
。

消费者的福利极大化 问题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由他的税后收人等于 自己的消费和投资之和给出
。

如果我们记中央

政府个人收人税税率为 ’ 中央政府消费税税率为
。 ’ 地方政府的收人税税率为

、 ,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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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消费税税率为
‘ 、 ,

地方政府财产税税率为 、 ,

则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条件可 以表示为
二

升 一 丁 , 一
, 。 , , 、

一
‘、 ‘二 一 办 、 。

“

其中占为私人资本折旧率 为了简单起见
,

我们将假设地方政府公共资本的折旧率和中央政

府公共资本的折旧率都为 司
。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给定下
,

消费者在其预算约束条件 下极大化他的总的

贴现效用或福利
,

即

、

汰 厂, , 、 一 沙‘

受约束于方程 和给定的初始私人资本存量 , ·

这里 创
,

为贴现因子
。

地方政府的极大化 ’题

地 方政府 的收人来源包括税收收人和 中央政府的转移 其 中税收收人包括 收人

税
,

, 消费税
。‘ 。 和财产税 、 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我们分成两类 一类是中央政府对

、

地方政府投资的转移 二升 我们记转移率为 的
,

另一类是中央政府对它的相应的公共消
一“ 刀

, ’寸 , 、 ”‘
一 ‘ 、 ’ 一 ’ 、 “ ”

“ 一
’ 、 ’

‘
’ ‘ ’ 一 ’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费的转移 如 我们记转移率为 亡
。

因此
,

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令一
,

, ·‘ , ·十 ·、、 良

令
。

一
。、

在消费者行为和中央政府行为给定下
,

地方政府选择地方公共消费和地方政府公共资

本积累路径来极大化该地方消费者的福利
,

即

蒸
, , 一 刀‘

受约束于预算约束方程 和给定的初始资本存量
, 。

中央政府的极大化 问题

对中央政府而言
,

它的收人为收人税收人 户 和消费税收人
‘

,
,

它的花费分为中央政

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以

鲁
因此

,

中

争
一 下尸 ·。厂

一令
一 一 。‘

在消费者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给定下
,

中央政府选择它的公共消费路径和公共资本积

累路径来极大化消费者的福利
,

即

关 了

汰
, , 占 一 刀‘

受约束于预算约束条件 和给定的初始资本存量价
。

二
、

平衡增长率

假设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
。

此时
,

私人消费水平的增长率
、

私人资本存量 的增长

率
、

中央政府公共消费的增长率
、

地方政府公共消费的增长率
、

中央政府公共资本的增长

率和地方政府公共资本的增长率相等
,

且都等于产出的增长率
。

这样
,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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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了 办
一 一 少 一

‘

厂 一万一
‘

一

这里
,

我们记公共的增长率为
。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率和各种经济参数满足关系

方 占 、

一 厂一
、

田
价田 , ,

田
,

田 。 , , , , ‘ , , ‘
,

, , 、 , ,

方
,

咨
, ,

亡
, 。 , , ,

口
, 。 ,

三
、

经济增长率与税收关系

沿用 ” 和 一些经济学家的通常估计
,

我们选取参数 。二
、

一
、

、 、

一
、

。 , 、

。
、

。
、

刀 和 占
。

经济增长率 与中央政府收入税税率升的关 系

选取中央政府消费税税率 “
·

厂一
、

地方政府的收人拱税率 几 一
、

地方政府的消

费税税率
‘ 、 二

、

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税率 一
、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相应转移支

付率 “ 一 住 和 省
。

经济增长率与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的关系为 曲线
。

当中

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低于 时
,

随着收人税的增加
,

经济增长率将增加 当政府的收人

税税率高于 时
,

随着收人税的增加
,

经济增长率下降
。

当收人税税率达到 时
,

经济增长率为

经济增长率下与地方政府收入税税率 的关 系

我们选取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你 中央政府消费税税率 下“ 一
、

地方政府

的消费税税率
‘ 、

二
、

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税率 、 、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相应转

移支付率 和 亡一
。

此时
,

经济增长率 下与地方政府收人税税率
‘

的关系也

是 曲线
。

当地方政府的收人税税率小于 时
,

经济增长率上升 当地方政府的收

人税税率大于 时
,

经济增长率将下降
,

直到地方政府收人税税率达到 时
,

经济

增长率为零
。

注意
,

当地方政府的收人税税率为零时
,

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正的
,

这是因为

即使没有地方政府的收人税
,

地方政府还能从消费税
、

财产税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得

到收人并从事地方政府的公共花费
。

经济增长率 与 中央政府的消费税税率
‘了的关 系

基于前面的参数和我们这里选取的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二
、

地方政府的收人

税税率
、 二

、

地方政府的消费税税率
‘

,

一
、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相应转移支付

率为 和 省
。

我们发现中央政府消费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有正的关系
。

当消费

税税率从 上 升到 时
,

经济增长率从 上 升 到
,

但是 当消费税税率继续

从 上升时
,

消费税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不明显了
。

这是 因为随着消费税的增加
,

消费

的成本增加
,

从 而消费者就会减少消费
,

增加储蓄 储蓄的增加带来私人资本积累的增

加
,

从而经济增长率上升
。

经济增长率下与地方政府 消费税税率
‘ 、

的关 系

基于前面选取的参数和我们这里选取的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升 仓 地方政府的

收人税税率
、 一

、

中央政府消费税税率
‘

、

厂一
、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相应转移支

付率分别为 二 和 亡一
。

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消费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有正 的关

系
,

当消费税税率从 上升到 时
,

经济增长率从 上升到
。

但是当消费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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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过高时
,

如果超过 时
,

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不 明显了
。

这个解释和中央政府消费

税的影响完全一致
,

我们不再重复
。

经济增长率下与地方政府财产税税率 、的关 系

假设 中央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下 二 你 地方政府的收人税税率
、
一

、

中央政府

消费税税率为
‘ 一

、

地方政府的消费税税率
“ 、

二
、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相应转

移支付率 一 和 七“
。

在给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人税的条件下
,

当地方政府财

产税税率从 上升到 时
,

经济增长率从 下降到
。

因此
,

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收人税相比较
,

地方政府财产税的扭曲程度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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