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期刊等级 学生姓名 时间 

47 
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

出效率的非线性影响 
《财经科学》 CSSCI 袁月 2020 

48 

我国城镇家庭的房产税支付能力

测算——兼论房产税充当地方主

体税种的可行性 

《财经论丛》 CSSCI 丁兆阳 2017 

49 
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 
《财政监督》 普刊 

张明媛、谷兰

娟 
2021 

50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分

析 
《财政监督》 普刊 姜超 2021 

51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支持 5G产业的

财税政策研究 
《财政监督》 普刊 姜晓艺 2021 

52 
论转移支付规模的有效性及其对

非税收入的影响 
《财政监督》 普刊 郑志东 2021 

53 
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家庭消费—

—基于 CFPS 微观数据的分析 
《财政科学》 

CSSCI 

扩展版 
王溪 2021 

54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财政支出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财政科学》 

CSSCI 

扩展版 
陈媛媛 2021 

55 
最低生活保障对居民消费的驱动

效应研究 
《财政科学》 

CSSCI 

扩展版 
王素芬 2021 

56 
社会保障缴款名义负担率与实际

负担率的国际比较 
《国际税收》 

CSSCI 

扩展版 
秦子洋 2019 

57 

2018 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税效

应评估——基于 CGSS 的模拟 

测算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北大核心 姜令臻 2019 

58 
我国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 

研究 

《河北经贸大学

学报》 

CSSCI 

扩展版 

王雨佳、王雅

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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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SCIENCE Vol.64 No.4 2021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财政支出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申 亮 陈媛媛

内容提要：新旧动能转换是我国今后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之一，政府主导并将持续投入大量

公共资金。财政投入能否实现既定目标，需要构建一套能够衡量其支出绩效的评价指标体

系。而新旧动能转换财政支出涉及很多领域，因此，需要我们根据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目标、
实施特点来设计一揽子评价准则。当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只是给财政作

用的衡量提供了一个依据，其作用的发挥还需要有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如树立全过程财政支

出绩效管理观念、财政支出要抓住政策着力点、优化行政服务环境等。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 财政支出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1391（2021）04- 0059- 10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新旧动能转换是指通过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来补充和替代传统以资源和政府投入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个人

均生态和资源财富较低的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又经过了长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传统资源能源及

其使用方式已经难以支撑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亟需培育新动能、转换旧动能，为新时期新

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支出要能起到导向性作用，以“四两拨千斤”带动社会投资，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的顺利实施。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必须按照绩效管理的要求，要求各级财政把“好钢用在刀刃

上”。而且，新旧动能转换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长期任务，由政府主导并将持续投入大

量公共资金。财政投入能否实现既定目标，需要构建一套能够衡量其支出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很多学者对于新旧动能的概念、推动新旧动能转化的原因及意义进行了阐述。例如 Bai 等

（2018）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新旧动能转换。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

预测课题组（2016）则指出结构性改革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Zeng（2017）从工具、技术、产业、
制度、概念五个层面分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性。通过检测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和模式，Zhang
等（2018）指出，山东省的动能和潜在动能增长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化进程和合理的产业结构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电商供应链的公平关切决策与协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基金编号：

719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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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对居民消费的
驱动效应研究

王素芬

内容提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更加重视国内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

数分解模型（LMDI）对 2007- 2017 年中国 31 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

检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驱动效应。将驱动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

和效率效应三个维度，结果表明：城乡低保的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城镇低保的规模效应和

效率效应是驱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低保的规模效应是驱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城

乡低保的结构效应和农村低保的效率效应都有待提高。因此，应采取扩大低保资金投入规

模，缩小低保标准的城乡差距，制定合理的低保给付标准等措施以改善低保的驱动效应。
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 居民消费 经济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1391（2021）02- 0049- 1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双重影响下，全球经济面临巨大风险，国际贸易面

临严峻挑战。党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和需求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的核心是发掘国内市场需求，释放国内消费能力（蒲

清平、杨聪林，2020）。国内需求主要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全社会投资需求三个部分，2000- 2019
年三大内需占 GDP 比例如图 1 所示。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

扩张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政府消费占 GDP 的比例一直较为平稳，基本维持在 14%- 16%之间；

居民消费与全社会投资需求则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居民消费增加时，全社会投资需求呈现出下降

趋势，而居民消费减少时，全社会投资需求呈现出上升趋势；尽管居民消费支出在近几年有明显的

增加趋势，但数据显示自 2004 年以来，居民消费占比一直低于全社会投资需求占比。这说明我国仍

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需求拉动型转变的过程中。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有很

多，贫富差距过大使得人们“不能消费”和保障机制不健全使得人们“不敢消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因素。社会保障体系正好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实施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作用。

*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专项“山东省社会救助体系统筹发展的模式与路径研究”（20CDCJ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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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CHINA
　　　国际税收　2019年12期

一、引言

2018 年，社会保险费征收被作为重要的非税收入

征管职责移交给税务部门。但当前仍有两个问题亟待

解决：首先，中国社会保险费名义负担率在国际上处

于什么水平，这将决定未来给企业持续减税降负的空

间有多大；其次，中国社会保险费实际负担率在国际

上处于什么水平，这将关乎未来一旦做实缴费基数，

企业和个人的实际负担是否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

内。本文详细梳理和计算了以 OECD 成员国为主的欧美

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数据，从多

个维度比较国内外社会保障缴款负担率，以期解答上

述问题。

社会保障筹资主要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

负担，企业和个人缴款方式可以进一步分为缴费模式

和缴税模式。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个体无偿性，个人

是否缴税以及缴纳多少税与未来收益并不挂钩。而费

则恰恰相反，表现出典型的个体有偿性特征。个人缴

费越多，所能享受的服务就越多，费本身就代表了个

人购买服务所支付的交易对价。因此，在制度设计之初，

社会保险税和社会保险费的最大区别即在于个人账户，

社会保险费征收设计中一般会或多或少保留个人账户

部分，以保证个人缴费的现金流价值与未来领取的养

老金收益现金流价值之间的精算对等关系。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缴款名义负担率
                  与实际负担率的国际比较*

刘金东  秦子洋#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比较国内外社会保障缴款名义负担率和实际负担率，得到以下基本结论：一是中国社会

保障缴款名义负担率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和大部分 OECD 成员国，但实际负担率要低于大多数 OECD 成员国，在金砖

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二是随着未来提高参保率和做实缴费基数，中国社会保障实际负担率将显著提升，应继续

下调社会保障缴款名义负担率，进一步为企业减税降负，以缓冲未来加强社会保障征管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社会保障缴款  名义负担率  实际负担率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126（2019）12-0012-06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体制内就业偏好的形成、影响及干预研究”（批准号 ：19YJC7900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刘金东（1986—），男，山东济宁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税收系讲师，经济学博士，中国准精算师 ；秦子洋（1995—），女，山东
    济南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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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４４卷　第５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１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５

２０１８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税效应评估
———基于ＣＧＳＳ的模拟测算

高凤勤，姜令臻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２０１８年最新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在费用扣除方面作出重大调整，有利于降低税负，实现税收公平。利用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ＣＧＳＳ）中的劳动者群体样本基于改革前征收 办 法 和 改 革 后 征 收 办 法 进 行 了 个 人 所 得 税 税 负 的 模 拟 测 算，研 究 了

减税金额和减税的阶层分布，对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 减 税 力 度 和 公 平 效 应 作 了 精 确 评 估，得 到 如 下 研 究 结 论：其 一，本

次改革的人均年减税额达到３　２５４．２７元，相比改革前纳税人数量减少了６１．５６％。其二，相比高收入阶层，减税效应更多

倾向于中低收入阶层。其三，住房相关支出扣除没有表现 出 明 确 的 阶 层 倾 斜 性，子 女 教 育 和 赡 养 老 人 支 出 扣 除 更 加 倾 向

于中低收入阶层，继续教育支出扣除基本发生在低收入阶层，而大病医疗支出扣除更加利好于高收入阶层。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减税力度；费用扣除；公平效应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０．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３７８（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９０－０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６３７８．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３

引　言

２０１８年８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的决定》对中国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七次调整。相比以往，这次改革的力度和意义都更为突

出，涉及纳税人概念、纳税期限、征管模式等多方面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个人所得税开始从个人申报向家

庭申报逐步过渡。尤其是此次改革还涉及了基本费用扣除和专项附加费用扣除的大幅提升，在减税的同

时，极大地照顾了家庭负担。以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单纯以个人为申报单位，为了征管简便，一直实

行对个人定额扣除的方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单纯以个人为申报单位的公平性弊端日益凸显，由于

无法体现家庭支出负担，造成以调节公平为职能的个人所得税却被质疑“不够公平”［１］。目前中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个人所得税制必

须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降低税收负担，实现税收公平，提高广大纳税人的获得感。因此，个人所得

税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本次改革跨出了关键一步，在基本费用扣除之外，增加了六个专项附加扣除，用以

照顾家庭子女、老人、住房等多方面的支出负担，不仅考虑了个人所在家庭层面的负担，还为未来转向以

家庭为申报单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费用扣除都是个人所得税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虽然由于有效税率偏低、税种规模偏小

的缘故，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的再分配效应相比欧美发达国家较为微弱，但根据岳树民等的测算，费用扣除

是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主要因素，其对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贡献 率 要 高 于 超 额 累 进 税 率［２］。故 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１８ＸＫＳ０１１）；山东省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ＳＤＹＹ１８０５５）；山东省专业学位“税收筹划

理论与实务”教学案例库；山东省社科基金（１５ＤＪＪＪ１０）

　作者简介：髙凤勤（１９７２—），女，山东济宁人，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税收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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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几年来，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规避
监管以及追求更高利润，纷纷发展影子银行业务，其
典型特征为杠杆高和期限错配严重，这无疑给我国
金融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一
系列措施规范影子银行相关业务，但是依然存在监
管的不足。与此同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迅速
膨胀也引发了公众的担忧。据财政部公布，2017年末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
16.47万亿元①，比审计署公布的 2013年 6月底的
10.88万亿②增加了 51.4%。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
张，其潜在风险不断积聚，给我国经济发展及社会稳
定也带来了隐患。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迅速，与房地产、影

子银行等领域有很大的关系（IMF，2014）[1]。一方面，
自 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以及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
列信贷收紧措施，对于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力度不
断加大，银根收紧使得地方政府从传统信贷渠道举
债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地方政府
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中央开始重视地方政府债务
问题。2013年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
一次全面的审计，结果显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
债务中，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占比达 37.4%，而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通过土地抵押、政府担保
获得的银行贷款，由于融资平台操作不规范，存在一
些违规担保等问题，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融资
平台盈利能力下降，偿债能力恶化，就会造成一系列
的连锁反应甚至出现债务危机。因此，有关部门开始
意识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
台获得的大量银行贷款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很大
的系统性风险，所以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国发
〔2010〕19号、财预〔2010〕412号、银监发〔2010〕110
号和国发〔2014〕43号文，限制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
台的举债行为，尤其对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做
出了很多限制。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开
始逐渐转向影子银行渠道。
理论上认为影子银行大大缓解了中小企业、民

营企业融资问题，而实际中影子银行往往避开监管、
将资金投向一些政策限制行业，比如房地产、地方融
资平台相关领域和项目。由于影子银行业务不受传
统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中央银行贴现窗口的支持，很
容易产生流动性危机，并且影子银行业务并未完全
纳入规范管理，杠杆性高、期限错配严重，所以存在
着很大的风险，极易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导火
索。故研究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进而识
别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对于规避财政、金融风险，
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研究
马恩涛，王雨佳，王雅琦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随着国家对传统银行信贷风险控制的不断加大，地方政府在举债时越来越多地依靠影子银行渠道。影子银行的
发展是否推动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增加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利用 2013—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
模型实证检验了影子银行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影子银行的发展确实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扩张的重要原因，并且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地区的债务规模会受到其他相邻地
区的影响。而由于政府间的竞争等原因，临近辖区的影子银行规模、财政收支缺口也会影响本地区的债务水平。
关键词：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空间关联
中图分类号：F812.5；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5-0048-10

收稿日期：2019-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银行业政府或有债务风险及其财政成本研究”（17AJY024）
作者简介：马恩涛，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sdmet@sdufe.edu.cn。

●财政金融研究

名家论坛 何炼成 新世纪“盛世危言”
河 北 经 贸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20年 9月

第 41卷 第 5期
Sep.2020

Vol.41 No.5

48

DOI:10.14178/j.cnki.issn1007-2101.20200831.007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