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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中国更早认识“拉弗曲线”

李玉

2013-07-30 08:47:00   来源：2013-7-29《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一条著名的“拉弗曲线”，它表明税收与税率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当税率提高时，税收

总额相应增加。在税率达到某一点时，税额最大；超过此点，税率再增高，反会导致税额下降。税率与税额的关系形成一条开口

朝下的抛物线。它由美国供给派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予

以重视，拉弗也由此成为里根的经济顾问，对其推行美国经济复兴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早在1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税率与税额的辩证关系。清同治癸酉年十二月廿六（1874年2月12日），上海《申

报》发表一篇题为《论上海今昔事》的社评，分析了该埠商务格局与社会风貌的变化，指出华人沙船凋敝，市面萧条，商贾坐

困，“人皆以为受累于厘金”，而社评的作者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华商致困的原因主要是奢糜消费，不知度德量力，不知量入

为出，导致生财之本日竭，不可委过于厘金和病商。不过，厘金征收当然与商业发展关系密切，而国家推行厘金，意在增加财

政，不是旨在病商，所以税率与税额之间就有一个辩证关系。作者写道：“钱漕出于田亩，税厘出于货物。田亩荒芜，则钱漕无

着；货物阻滞，则税厘无收。与其多征而征少，不如少征而征多，是贵在上者有以权衡于其间耳。”可见，作者非常强调税源

（又称税基）之于税额的重要意义，而调节两者关系的锁钥就是税率。故此，作者指出，如果提高税率，刻意“多征”，则税额

必然不能如愿加多；如果减低税率，以养税源，则税额反会增加。到底该如何权衡，当政者应认真考量。 

  税政是政府的一项重要政务，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之一，拉弗曲线之所以有名，原因之一是拉弗将之敬呈给里根

总统，对于里根总统任内通过推行减税以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作用。《论上海今昔事》一文的作者也希望晚清政府当局认真

“权衡”税率高低，以求实现商业繁荣、民富国强之目的，但百余年前的晚清不比里根时期的美国，作者虽有精辟见解，却未得

到重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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