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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高彦兵 1，赵宏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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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2005—201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率数据、金融业税收数据，对金融

业税负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业税负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保险对经

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建议适度降低金融业整体税负，发挥金融业调节资本配置的作用；合理引导

消费者投资，为金融业积累更多的资金，促进经济发展；适当延续金融业既有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协调、高效模式，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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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金融业是联结社会经济各环节的重要纽带，其对

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国

家对于金融业征税，一方面能够组织收入，增加财政

收入来源，但同时也会提高金融企业的成本，有可能

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要促进经济的发展，金

融业对于实体企业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研究金融业

的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理论研究

宏观税负以及行业税负是衡量经济社会负担的重

要指标。近年来，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理

论界针对税负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并不少见，

大部分学者认为税负过重将抑制经济的增长。在相关

研究中，关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起步较

晚，但众多学者经过验证得出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着最优值，当税负水平达到最优值时，经济增长

率最大[1]。国内学者关于行业税负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

方面开展[2]：一是按照产业及地区税负研究，第一、三

产业税收负担低于第二产业，且银行业税负偏高，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税负偏重，行业间存在税负差异；二

是国内学者通过测算税收负担，证实了我国国有企业

税负总体高于国内民营企业，特别是在房地产业、采矿

业、金融业等行业表现突出；三是基于行业税负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普遍得出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固定资产比

率对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税负能够产生显著影响。

金融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承载

社会金融功能的核心产业，但税收负担已逐渐成为金

融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学者对金融

业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少，观点主要集中于

金融业税负降低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其中部分学者

认为金融业税收将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影响经济增

长[3]，也有文献指出，金融业企业所得税对国内生产总

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　金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

业迅速发展，已经形成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基

金业、信托业、期货业等行业组成的结构多元化主体

模式，在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服务实体经济以及

落实财税政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2.1　金融业结构趋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我国

金融行业发展不断壮大。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逐步市场

化。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历经了国有四大银行

投入运营（1977—1984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成立

（1986年），设立政策性银行（1994年）以及允许发展

民营银行（2015年）等阶段，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依然

处于转型升级的快速发展时期。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多

样化。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营业（1979年），我

国保险业就此兴起。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继挂牌成立，推动了国债、股票交易，一批信托投资

公司也随之产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占比

较大，直接融资比例偏低，证券、保险行业发展滞后。

2.2　金融业税收趋势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业规模不断壮大，行业总体发展迅

速，企业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种，能够直观反映企业当

年盈利情况，由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企业

所得税总体快速增长，总额自2012年的5490.03亿元增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承德市社科联银校联合调研项目《金融业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cdpckj20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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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2019年的8926.11亿元。金融业税收收入总体上也

呈现增长态势，由2012年的10293.00亿元增长至2019
年的19848.98亿元，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始终占据较高比

重，除2017年外均保持在10%以上。

2.3　金融业发展趋势分析

如图1所示，我国2005年—2019年的金融业增加

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变化趋势除2015年外整体相

同，且均实现正向增长。金融业增加值呈现先激增后

下降的趋势，主要受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及2012年欧

债危机影响，2007年中央提出“四万亿”计划，通过商

业银行发放贷款，为处于危机的经济体注入生命力，

由此带来了整个金融业产能的迅速扩大和积累。金融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增长，亟须引起关注。其中

2015年占比最高，达到8.34%，我国金融业高速发展对

GDP的影响较大，2016年以来，金融业开启强监管周

期，去杠杆、去通道等监管措施相继出台，金融业增

加值增速和占比有所下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有

所提升（2005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3.99%；2007
年达到5.62%；2008年达到5.73%；2015年占比上升至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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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金融业发展相关指标趋势图

GDP增长率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图 1　金融业发展相关指标趋势图

注：数据来源锐思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3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3.1　研究假设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金融行业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金融行业的良性运转能

够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业资金体量大，其

税收成本不容小觑，税收成本也影响着金融业资金成

本。税收成本高，金融业资金成本也相应较高；税收

成本低，金融业资金成本相应较低。资金成本的高低

对于企业融资成本将会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经济

的发展。金融业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税收的总量；二是税收结构影响金融体系的发

展程度。通过这两个方面刺激或者抑制储蓄与投资的

金额，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大部分学者研究结论显示，

较高的金融业税负会通过税负的转嫁效应提高资金成

本，进而降低投资总量，影响资本形成并影响资本存

量，最终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魏彧等针对贵州省的

研究显示，受惠于金融业营改增带来的税负下降，贵州

省第三产业实现了产业分工和升级，有利于长期经济

增长[4]。

基于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１，H1:金融业税收负

担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发展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

面。一是财政资金直接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对于经济的

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是财政资金的投资方向会向市

场起到信号传递作用，以此来引导社会资本的投资方

向。而财政收支不均衡造成的财政压力过大，将阻碍

经济发展。

基于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H2:财政压力越大，

经济增长越缓慢。

3.2　模型设计

insurencefixedassetsurefiscalprestaxg 432110 ββββα ++++=

insurencefixedassetsurefiscalprestaxg 432210 ββββα ++++=

3.2.1　因变量

经济增长率（g）：借鉴相关研究[5]，本文选取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年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

长率。

表 1　2012—2019 年金融业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表

年份 金融业企业所得税收入（亿元） 金融业税收收入（亿元） 财政税收总收入（亿元） 金融业税收收入占比（%）

2012 5490.03 10293.00 100614.28 10.23

2013 6271.60 11837.00 110530.70 10.71

2014 7527.07 14261.00 119175.31 11.97

2015 8571.51 18457.62 124922.20 14.78

2016 8801.91 17863.17 130360.73 13.70

2017 7989.39 13098.07 144369.87 9.07

2018 7729.18 17706.82 156402.86 11.32

2019 8926.11 19848.98 157992.00 12.56

注：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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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解释变量

（1）金融业税负（t a x 1）：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历年金融业税收收入总额/金融业增加值。

（2）金融业税收总量（t a x 2）：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历年金融业税收收入总额的对数。

（3）财政压力（f i s c a l p re s s u re）：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历年年度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

3.2.3　控制变量

（1）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f i x e d a s s e t）：借鉴

相关研究[6]，选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年金融业

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来表示。

（2）保险深度（i n s u re n c e）：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历年保费收入/GDP。
4　数据统计分析

4.1　数据的选取

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2005—2017年相关指标数

据进行分析。

4.2　回归分析

4.2.1　多元回归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运用SPSS统
计分析软件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

如表2。
表 2　回归结果表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g

（1） （2）

tax1
-0.017*

(0.003)

tax2
-1.214*

(0.128)

f i s ca lp re s sure
-0.117 -0.332

(0.042) (0.137)

f i x edas se t
-0.097 -0.176

(0.102) (0.132)

i n surence
1.324* 7.571**

(0.964) (2.573)

常数项
6.738*** 14.308***

(1.036) (1.347)

R 2 0.328 0.41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0.01、0.05、0.1 的显著性水平。

由回归结果能够看出，金融业税负与经济增长率

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2中（1）
列与（2）列结果相同，验证了假设1，说明金融业税负

过高，对经济的增长将会产生负向效应。财政压力与

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但是不显著，说明财政压力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尚不明确。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

增长呈现负相关，结果也不显著，说明其影响效果不明

确。保险深度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相关，表2中（1）列

在10%水平上显著，（2）列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保

费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

保费增加，金融业的资金量增加，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支

持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

4.2.2　稳健性检验

本文模型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方式进

行。模型分别选取金融业税负和金融业税收总量作为

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其符号一致，并且都

具有显著性，除保险深度的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外，其

他变量回归效果一致，说明总体上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第一，金融业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显著，

税负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税负越低，经济增长率

越高。

第二，保险深度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增

加保费收入，能够带来更多的存量资金，进而促进经

济增长。

5.2　政策建议

第一，有关部门应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合理调整

金融业的税收结构，将优惠政策向金融业适度倾斜，

降低金融业整体税负能够降低资金成本，进而发挥金

融业调节资本配置的作用，可以逐步探索增加增值税

抵扣范畴，进一步降低金融业税负，减少整个市场的交

易成本。

第二，有关部门应促进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合理

引导消费者投资保险，为金融业积累更多的资金，促进

经济的发展，此外还需要继续探究二者之间影响的内

部机理，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第三，有关部门应完善金融业税收优惠政策，促

进金融业职能更好发挥。可以采取适当延续金融业既

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不断完善，进一步促进实体经

济的发展。

第四，有关部门应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创

新，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

协调、高效模式，形成监管合力。同时促进金融机构、

金融产品多元化，通过强化竞争降低金融业利润率，打

破行业垄断现状，降低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过高带来的

潜在风险。

（下转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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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网络攻击。因此企业在建立信息化财务管理系统的

过程中应该具备较为强大的网络防护功能，对于企业

的机密资料和重要发展文件应该做好相应的备份，即

便整个资产信息系统被恶意攻击，也不会失去其隐私

资料和重要的客户信息，确保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5.2　建立完整的金融科技融合机构

企业的金融科技融合工作能否真正提升其效率和

质量，和企业的金融科技融合机构的组织架构有着非

常紧密的联系。因此，企业想要进一步优化资产管理工

作和金融科技融合工作的落实效果，就需要建立出与

其对应的组织架构，实现金融和科技管理工作的规范

化以及一体化管理。企业应该综合新时期企业发展状

况以及实际的经营特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制定出更

加科学合理的资产管理工作组织结构，让企业内部各

个职能部门以及业务部门的工作为企业的资产管理工

作进行服务，定期对自身的财务状况和支出以及收入

进行汇报，并配合企业的资产管理工作人员展开企业

的财务管理，促进业财融合，最终建立出更加精细化同

时立体化的内部管理网络体系。

5.3　创新企业金融科技的发展制度

伴随着企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逐渐向着信息化

以及智能化的方向进行转型，会计管理制度也应该与

时俱进，企业对监管机制以及监管内容不断地进行改

革和创新。首先，企业的资产管理部门应该综合企业

现阶段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在内部制定出来的管理机

制，建立出与其对应的资产管理系统，在财务管理系统

下，优化对资金的把控水平，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让

企业能够依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所上报的数据信息，

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规划，优化企业在财

务风险上的管控水平机制[5]。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部门应

该在互联网技术以及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基础下，和其

他部门进行有机联动，对企业现阶段的经营状况和业

务活动展开更加精细化的全面分析，并通过信息化技

术对企业现阶段的生产经营数据和各类资料展开会计

审查，对企业日常经营发展过程中的业务活动进行动

态化监管，通过资产工作转型，基于企业的行业特点，

建立出覆盖性更强的会计监督机制，使得企业能够在

资产监督机制的监管下，实现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在社会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快速进步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

视金融科技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构建了丰富多彩

的金融科技服务平台和发展平台，拥有了较为完善的

相关制度，健全和完善了金融发展体系。在经济发展的

背景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加快，国家的科技力

量强大，研发速度也越来越快，促进了金融和技术的

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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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业蓬勃发展，促进了经济增

长，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风险，结合理论分析及实证研

究，本文提出以上四点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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