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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建立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中国房产税改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以2011年 

经济运行数据作为基期校准各项参数，通过比较不同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政策下的部门生产、 

居民消费、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发现房产税将减少征税地区的住房产出和需求，但会对人 

均GDP较低省份的非住房产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当扩大征税地区时，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 

将总体增加．增加收入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征收房产税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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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1年 1月上海和重庆开始试点房产税， 

2014年5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公布了《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意在为进一步 

实施房产税铺路．房产税将以怎样的方式逐步施 

行成为更为重要的讨论话题．本研究试图探索分 

区域实施房产税与统一实施房产税的利弊，通过 

建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不同房产税方案 

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较只在少部 

分地区征税而言，增大征税地区将提高社会福利 

和国民收人．另外，房产税的征收恶化了收入分配 

不公的现象，需通过增加收入税税率进行调整． 

房产税的推行目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抑制 

房价，二是缓解收入分配不公 ，三是提高地方财 

政收人．然而，随着房产税的实行，学者们对这 

三者的作用看法不一．首先，对于抑制房价的作 

用，安体富和葛静⋯认为房产税可以通过抑制保 

障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达到降低房价的作用． 

陈多长和踪家峰 以及骆永民和伍文中 分别 

利用局部均衡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房 

产税将降低长期均衡价格．况伟大等M 利用 OECD 

国家数据，认为房产税能够抑制房价．然而，由 

于需求弹性小，最终税负有可能将转移到供求弹 

性小的一方，导致房价上升 ．王敏和黄滢 通 

过建立局部均衡动态模型，证明房产税只能短期 

抑制房价，而长期对房价的影响并不确定．赵胜 

民和罗琦l 认为当市场存在金融摩擦时，房产税 

对房价的抑制作用将会被削减．而对于房产税收 

人分配的作用，大部分学者持怀疑态度．文献 

[5]指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主要通过初次分配， 

即所得税进行影响，而房产税作为特殊财产税， 

属于二次分配，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詹 

鹏和李实 J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估算出房产税再 

分配效应可能只有个人所得税的 21％ ～4l％左 

右．而对于房产税作为财税分权后成为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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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税种⋯，则有可能由于收入水平太低，导 

致对大量个人住房进行免税，从而消减了房产税 

能取得的收入 J．关于房产税的其他作用，例如 

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王智波和刘勇_9 认 

为地价税比房产税更加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的集 

约化程度． 

本研究区别于之前将全 国看为一个整体， 

或是以重庆上海两地作为参考，将各省份分别 

开来 ，建立了31类消费者．在对部分地区征税 

后，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 ，其他非征税地 

区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本研究的模型则解决了 

这一问题．通过本模型的模拟，可以观察对部 

分地区征税后 ，全国所有省份的住房需求、福利 

变化、收入水平的影响，从而能够更好更全面地 

反映房产税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实际上， 

模拟结果显示，房产税对征税地区的住房需求 

有明显抑制作用，但是会对低收入水平的省份 

造成负面影响，即恶化收入分配不公．而适当 

提高收入税税率，才是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更 

有效手段． 

目前国内研究房产税改革的方法主要包括 

自然试验法和差分法 10,11]，建立局部均衡模 

型 ， ，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 和空间一 

般均衡模型 J、估算法 J、合成控制法_l 以及调 

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建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 

型进行研究，主要克服了实证研究中缺乏数据支 

持的问题．通过模拟计算，可以更方便地研究不 

同政策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 

国内也有学者采用了 CGE模型对房产税改 

革进行分析．胡海生等 刮以2007年为基准，研 

究了三种方案的影响：上海房产税改革方案、重 

庆房产税改革方案以及推广至全国、对城镇居民 

住房征收统一的0．8％房产税税率方案．模拟结 

果显示，征收统一的0．8％房产税能够为地方政 

府提供一定的税源，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作用较为 

明显，且能够降低城镇和全国整体居民的基尼系 

数．杨飞和裴育 1 分别研究了房地产保有税和 

房地产流转税对江苏省房价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他们认为房地产交易税税率上升提高了房价，而 

房地产保有税税率上升降低了房价．政府应当提 

高房地产保有税 比重，降低房地产交易税 比重． 

俞成锦和余英  ̈以2007年为基准，研究了两种 

方案：一是对城镇居民住房征收统一的0．8％房 

产税税率，二是将现有土地出让金改为按年计 

征．模拟结果显示，相对于方案一，方案二对提 

高居民福利水平、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以 

及抑制房价等方面的效果更好． 

本研究与之前利用 CGE模型研究房产税改 

革的不同点在于，一是不同于将全国视为 1类 

消费者 ，而是按省份划分为 31类不同的消费 

者；二是选择以房产税试行的第 1年 2011年为 

基期，能更好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三是研究 

了对于不同区域征税的多种方案，包括对直辖 

市征税 、东部沿海地区征税 、高收入地区征税、 

全国征税，为房产税在全国范围的铺开有更好 

的借鉴意义． 

利用 CGE模型考察不同税收政策对宏观经 

济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建立 2个部门、31类居民 

的税收 CGE模型，即，对生产方分为住房生产和 

消费品生产，消费方按不同省份分类(不含港澳 

台)．关于税收，在模型中设计两种税：房产税以 

及居民的个人所得税．采用 Cobb-Douglas(简称 

CD)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假定各省的贸易进出 

口额保持不变．重点考察不同房产税税收政策调 

整以及不同收入税税收政策调整下，对社会福利 

水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同生产部门产出以及 

对不同居民消费的影响． 

1 模型设定 

建立包含 2个部门，31类消费者和 2种投 

入要素的 CGE模型，模拟房产税政策变化对中 

国内地经济的影响．中国内地经济总量是由两 

部分组成，消费品(用于消费的商品)和住房． 

假设消费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住房只能 

在省内自由流动．因此，住房这类商品又可以 

进一步分为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见表 1)提 

供的住房．同时，按照省 自治区直辖市将消费 

者分为 31类(i=1，2，⋯，31)．2种投入要素是 

劳动力 和资本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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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Table 1 31 regions 

北京市 河南省 
EC 0 天津市 华中地区 

Central 湖北省 (C
entral China) 华北地区 

河北省 湖南省 (N
oah China) 

Central 
山西省 广东省 

内蒙古自治区 华南地区 EC 广西壮族 自治区 

EC 辽宁省 
(Southern China) 

海南省 东
北地区 吉林省 重庆市 

(Nonheastem China) Central 
黑龙江省 四川省 
上海市 西南地区 贵州省 

(Southwestern China) 
EC 江苏省 云南省 

浙江省 西藏自治区 
Westenl3 

华东地区 Central 安徽省 陕西省 

(Eastern China) EC 福建省 甘肃省 
西北地区 

Central 江西省 青海省 (N
orthwestern China) 

EC 山东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一EC，Eastern Co~tal zone，东部沿海地 区，共计 12个 

2一Central，Central zones，中部地区，共计 9个． 

3--Western，Western zones，西部地区，共计 1O个． 

生产部分 消费品的消费价格表示为 P 。； 

住房的消费价格表示为 P 由于消费品在全国 

范围内自由流动，所以其价格是相同的，即 

P 0=P0o (1) 

假设 62个生产部门均只消耗两种投入要素 ，即 

劳动 ( )和资本 (K)．假设生产函数为 Cobb 

Douglas形式 

0( 0，K 0)= o ％。K 1- 。 (2) 

。( ，K )=咖 ， (3) 

其中 。，厶。和K。分别代表 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生产消费品部门的产出、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 

入； 。是部 门生产 函数 的报酬 因子；O／i。和 

1一 加分别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的权重因 

子，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消费品部门产出 

的规模报酬不变，即 。+(1一 0)=1； 。、L 和 

K 分别代表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生产住房部门 

的产出、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咖 是部门生产 

函数的报酬因子；O／ 和 1一 分别是劳动力和 

资本要素投人的权重因子，31个省市 自治区生 

产住 房部 门产 出 的规 模报 酬不变，即 O／ + 

(1—0c )=1．利润最大化时，生产部门单位劳 

动 的 报翠或工资水半 和单位资本 回报 

率 R R 分别为 

。 。 。等 ㈩ 
-PI。 _(1 。) (5) 

鲁 。 ㈤ 
。 _(1 。) 

(7) 

其中 t 分别代表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房产税 

税率． 

假设劳动力和资本可以在全国范围流动，但 

是由于受到户籍制度以及劳动素质的影响，各省 

工资水平不同．由于资本流动更为便利，假设全 

国资本回报水平相同． 

消费部分 假设存在 31类消费者，效用函 

数为 Cobb-Douglas函数形式 

(置。 X )= 0 il (8) 

其中 U 为效用水平；X ，和X 。分别 为消费者 i消 

费消费品和住房的数量； 和 ’为消费者 i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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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数参数，且6 ’+6 =1．设 为 i省的消费 

者收入，则消费者面对的预算约束为 

P 0 X 0+(1+ti)Pn X l=Ii (9) 

解此效用最大化问题，可求消费者对消费品 

和住房的消费需求 

：  (10) 

=  

国家对消费者征收的个人收入税总额为 
3l 

ITR=∑Ti( +R ∞) (12) 
E 1 

其中 为消费者 i个人收入税税率； 为消费 

者 i劳动力要素禀赋； ∞为消费者 资本要素禀 

赋；W为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R为资本平均回 

报率． 和 满足以下等式 
3l 31 

∑ =∑ (厶。+L ) (13) 
l= l l 1 

31 31 

R∑ =∑Ri(K。+K ) (14) 
‘；l l= 1 

各省市自治区征收的税额曰 由两部分组成， 

房产税税额 P豫 和个人收入税税额 ITR㈡ 即 

B =PTR +ITR (15) 

PTR =t P 1 X 1 (16) 

ITR =rJ3( ∞+eLK／~。’)+ (1-,O)ITR (17) 

其中 为各省市 自治区个人收人税税额在地方和 

中央分配的比例，该比例全国统一．国家将上缴中 

央的个人收 税̂税额在3l类消费者之间分配； 为 
31 

国家对消费者i转移支付比例，且∑8i=1．假设 
i=1 

各省市自治区房产税税额用于公共品支出，个人 

收入税税额全部返还给消费者．则消费者 i的收 

入由两部分组成——税后的劳动力和资本收入、 

各省市自治区个人收入税税额．消费者收入可以 

表示为 

Ii=(1一r )( z ∞+R ∞)+ITR (18)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税是基于个人所得对流量进 

行征税，而房产税属于财产税，是对存量 的征 

税 ，故在此房产税未从个人所得税税基 中进行 

扣除． 

假定各要素存量完全利用，不存在冗余要 

素，则经济的一般经济均衡条件为：1)其他商品 

市场出清；2)住房商品市场出清；3)劳动力投入 

要素市场出清；4)资本投入要素市场出清；5)省 

内工资水平相等；6)全国资本回报率相等，其数 

学表达式为 

X 0： 0+Z加 (19) 

Xil= 。 (20) 

∑(t。+￡ )=∑ (21) 

∑(K。+K。)=∑ ∞ (22) 

Wi0=Wi1=Wi (23) 

R 0=Rn=R (24) 

其中Z 。表示其他商品生产部门i的净进口(Z 。> 

0)或者净出口量( 。<0)，且∑Z 。=0． 

为便于比较税收政策变动对福利增减的影 

响，给出测量福利增减的常用指标，即 Hicks等 

价收入变动(Hicksian equivalent variations of wel— 

fare change，HEV)．该指标用货币度量福利的变 

化，为衡量不同政策情形的福利影响提供了统一 

的尺度．等价收人变动的具体定义为 

EV=E(U‘̈，P‘。 )一E(U‘∞，P‘。 ) 

其中E是支付函数，表示在价格水平P下获得 

效用水平所需的最少花费．变量的上标“0”表示 

政策变动前的均衡情形，“1”表示政策变动后的 

均衡情形．等价收入变动的衡量，是按政策变动 

前的价格计算，消费者需要增加多少支出，就可 

以获得政策变动后的效用水平．Shoven和 Whal- 

ley 表明，当效用函数 为线性齐次 函数 时， 

Hicks等价收入变动可简化为 

EV： ，(0) 

其中 ，(O 表示政策变动前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这 

样，相对基准收入的 Hicks等价收入变动百分 

比是 

HE = = ×-o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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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与参数校准 

2．1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2}~、 

(2007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③和《中国建筑业统 

计年鉴 ·2012》④，部分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出． 

201 1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见附表 1． 

附表 1的数据获取和计算过程如下． 

1)房产税税率．2011年 1月 28日上海和重 

庆开始征收房产税，选取 2011年为基期，上海房 

产税税率设定为0．5％，重庆房产税税率设定为 

0．4％，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房产税税率为0． 

2)个人收入税税率．该税率是各地区征收的 

全部个人所得税税额(包括分配给中央的部分) 

占各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总额的比例．数据取 自 

《中国统计年鉴 ·2o12}． 

3)生产总值．选用原鹏飞与魏巍贤_20 的方 

法计算住房商品生产总值，即，根据《中国建筑 

业统计年鉴 ·2012}中建筑业总产值与住房建筑产 

值等相关数据计算的比重，将建筑业中与住房建设 

相关的部分并入了房地产业．其他商品生产总值为 

各地区全部生产总值扣除住房商品生产总值． 

4)劳动力所得．数据取自(2007中国地区投 

入产出表》的劳动者报酬． 

5)工资水平．首先设定最低工资地区(黑龙 

江省)的工资率为 1，其他各地区的工资率等于 

本地区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黑龙江省 

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之比，数据取 自 

《中国统计年鉴 ·2012}． 

6)净贸易额．各地区消费金额与产值差额． 

， 7)居民消费其他商品支出比例．消费非房地 

产价值 =消费总值 一消费房地产价值．数据取 自 

(2007中国地区投人产出表》． 

8)劳动力禀赋．综合考虑就业人口以及各地 

区居民劳动效率差异两方面因素计算得出．数据 

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2~． 

9)资本禀赋．考虑地区生产总值的排序和资 

本总量计算得出．数据取 自《中国统计年鉴 · 

2012}． 

10)转移支付比例．根据经济运行中内在市 

场出清恒等式计算得出． 

2．2 参数校准⑤ 

需要校准的参数有生产函数的参数 咖 

和效用函数的参数 8⋯ ，结果见附表2． 

3 房产税政策分析 

将前面数据和校准参数代人模型中，运行 

GAMS的均衡程序(equilibrium)，得到在“基准均 

衡”情形下 (见 附表 3，上海征 收房产税税率 

0．5％，重庆0．4％)，我国的社会福利总水平 

是 39 516．355十亿元，消费品产出和住房产出分 

别为47 943．331十亿元和 4 199．728十亿元．保 

持上海重庆的房产税税率不变，调整各省房产税 

税率，一共比较4种政策：1)北京、上海、天津征 

收房产税税率0．5％，重庆0．4％；2)东部沿海省 

份征收房产税税率 0．5％，重庆 0．4％；3)人均 

GDP超过平均值的省份征收房产税税率 0．5％， 

重庆 0．4％；4)全 国除重庆外征收房产税税率 

0．5％，重庆0．4％．另外，在上述政策中，当税 

率在[0．1％，0．5％]变化时，结果与下述的结论 
一 致． 

3．1 北京、上海、天津征收房产税税率0．5％。重 

庆 0．4％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设定北京、上海、天津房 

产税税率0．5％，重庆0．4％，并运行 GAMS的均 

衡程序得到相应均衡，即附表 4．与“基准均衡” 

进行对比，计算变动的千分比，见附表 5．可知 

1)产出方面．当房产税征收范围从上海 0．5％、 

重庆0．4％扩展到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征收房产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③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Oo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④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2O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⑤ 本研究均是通过 GAMS 23．7软件进行优化计算，通过3个程序完成的：参数校准Calibration，数据检验 Counterfactual和均衡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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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税率0．5％，重庆0．4％)时，产出方面主要有以 

下3个变化：①产出总量的变化．全国GDP总量从 

52 144．111十亿元上升到52 158．532十亿元，上升幅 

度约 0．028％．但其中吉林、安徽、福建、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甘肃、青海、新疆的 GDP总量有所下降，其他 

省份均上升．②住房产出的变化．除北京、天津分 

别下降4．767％o和4．791％o外，其他省份住房产 

出均上升．③消费品产出的变化．其中吉林、安徽、 

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的消费品产出有 

所下降，其他省份均上升．可见，征收房产税对 

新征税地区的住房产出有明显抑制效果，并且不 

会减少 GDP全国总量，但是对人均 GDP排名靠 

后的省份有一定负面影响，由于税收实行的是上 

缴中央后再分配的政策，这些省份由于经济体 

小，受到政策冲击更大． 

2)要素方面 ①劳动力投入的变化．北京、天津 

的住房劳动力投入上升较大，分别上升8．786％0和 

20．486％o．其他省市住房劳动力投入均略微上升， 

变化不大．消费品劳动力投入下降的省份为吉 

林、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 

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与 

之前消费品产出下降的省份相同．②资本投入的 

变化．除北京、天津的住房资本投入下降(北京 

7．771‰，天津 9．265％o)之外，其他省市略微上 

升，变化不大．消费品资本投入下降的省份，除 

了新增北京以外，与劳动力投入下降的省份类似． 

③工资水平的变化．北京下降 8．503％o，天津下 

降19．894％o．其他省份均基本不变．④资本回报 

率的变化．北 京、天 津分 别上 升 8．042％o和 

9．539％o．其他省份均不变．可以发现，由于北 

京、天津为新征税地区，资本投入的成本上升， 

使得两地生产者更倾向于用劳动力代替资本，导 

致资本投入下降，而劳动力投入上升． 

3)社会福利方面．①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 

只有北京和天津的福利水平有小幅下降，其他省 

份均上升．②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与基准均衡 

相比，所有省份的国民收入均有所提高．可见， 

征收房产税对居民的福利影响不大． 

4)消费需求方面．①住房需求的变化．北 

京、天津的住房需求下降明显，分别为 4．767％o 

和4．791％o．其他省份的住房需求略有上升，变 

化不大．②消费品需求的变化．所有省份的消 

费品需求略有上升，变化不大．可见 ，征收房产 

税后对新 征收地 区的住 房需求 有一定 抑制 

作用． 

3．2 东部沿海省份征收房产税税率0．5％，重庆 

0．4％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东部沿海省份征收房产 

税税率0．5％，重庆0．4％，并运行GAMS的均衡 

程序得到相应均衡，与“基准均衡”进行对比，计 

算变动的千分比，见附表6．可知： 

1)产出方面．征税效应与直辖市政策相似， 

对征税地区住房产出下降，然而人均 GDP靠后 

的省份的非住房产出也有所下降．与直辖市征税 

政策相比，GDP总量上升更多．全国GDP总量从 

52 144．111十亿元上升到52 267．060十亿元，上 

升幅度约0．236％．通过比较千分比变化，发现 

扩大征税范围之后，对人均 GDP靠后的省份影 

响更大． 

2)要素方面．与直辖市政策相比，劳动力投 

入和资本投入的变化幅度都更大一些．新征税的 

东部沿海省份住房劳动力投入上升较大，平均上升 

13．666％o，而住房资本投入平均下降5．674％o．可见， 

该政策的影响较前一政策对要素价格的扭曲 

更大． 

3)社会福利方面．社会福利水平除海南、西 

藏、宁夏的福利水平有小幅下降，其他省份均上 

升．国民收入水平除西藏、宁夏外，其他省份的 

国民收入均有所提高．与直辖市政策不同的是， 

该政策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福利并无较大影响， 

而主要影响的是对房地产依托严重的海南以及经 

济体较小的西藏和宁夏． 

4)消费需求方面．新征税的东部沿海省份 

的住房需求下降明显，平均为2．927％o．除此之 

外，西藏、宁夏的住房需求也略微下降．其他省 

份的住房需求略有上升，变化不大．可见，征收 

房产税后对新征收地区的住房需求有一定抑制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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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均 GDP超过平均值的省份征收房产税 

税率O．5％。重庆O．4％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人均 GDP超过平均值 

的省份征收房产税税率0．5％，重庆0．4％，并运 

行 GAMS的均衡程序得到相应均衡，与“基准均 

衡”进行对比，计算变动 的千分 比，见附表 7． 

可知 

1)产出方面．与之前政策不同的是，除征税 

地区住房产出有所下降外(平均下降 2．986％o)， 

西藏、宁夏也略微下降(0．113％o和 0．154％o)． 

非住房产 出情形与之前类似．与直辖市征税 

政策相 比，GDP总量上升更多，与东部沿海征 

税政 策 相 比，略有 下 降．全 国 GDP总量 从 

52 144．111十亿元上升到 52 263．653十亿元 ， 

上升幅度约 0．229％． 

2)要素方面．其他省份均不变．与东部沿海 

地区征税政策相比，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变 

化幅度进一步扩大．新征税的人均 GDP超过平 

均值的省份住房劳动力投入平均上升 15．035％o， 

住房资本投入平均下降6．463％o，另外，西藏、宁 

夏的住房劳动力和资本投人也有所下降． 

3)社会福利方面．与沿海征税政策类似，该 

政策对于人均 GDP超过平均值的省份的福利并 

无较大影响，而主要影响的是经济体较小的西藏 

和宁夏，其社会福利水平和收入均有所下降，但 

幅度都很小(0．113％o和0．154％o)． 

4)消费需求方面．新征税的人均 GDP超过平均 

值的省份的住房需求下降明显，平均为2．986％o．除 

此之外，西藏、宁夏的住房需求也略微下降． 

3．4 全国除重庆外征收房产税税率O．5％，重庆 

O．4％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全国除重庆外征收房产 

税税率0．5％，重庆0．4％，并运行 GAMS的均衡 

程序得到相应均衡 ，与“基准均衡”进行对比，计 

算变动的千分比，见附表 8．可知： 

1)产出方面．与其他政策不同的是，全国征 

税并没有减少所有省份的住房产出，大部分省份 

的住房产出都有所下降，但是，上海、山东、河 

南、广东、重庆、四川住房产出略微上升(平均上 

升 1．115％o)．对于非住房产出，该政策影响的省 

份较之前政策要多一些 ，并且变动的幅度更大． 

通过比较千分比变化，发现全国范围征税之后， 

对人均 GDP靠后的省份影响更大．与其他政策 

相比，GDP总量上升幅度最大．全国GDP总量从 

52 144．111十亿元上升到52 347．142十亿元，上 

升幅度约 389％o． 

2)要素方面．住房的劳动力投入除湖北下降 

外，其他省市住房劳动力投入都有所上升，平均 

上升20．481％o．而住房的资本投入除上海、湖北、 

重庆的住房资本投入有所上升，其他省份均下 

降，平均下降 12．078％o．消费品劳动力投入和资 

本投人的变动与其产出变动的情形类似．资本回 

报率除湖北有所下降(27．399％o)外，其他省份均 

有所上升． 

3)社会福利方面．与沿海地区征税政策类 

似，主要影响的是对房地产依托严重的海南和经 

济体较小的西藏和宁夏． 

4)消费需求方面．除上海、山东、河南、广东、 

重庆、四川外，其他省份的住房需求都有所下降， 

平均下降 1．115％o．除海南、西藏、宁夏略有下降 

外，其他省份的消费品需求略有上升． 

4 收入税政策分析 

分别在基准均衡(即上海征收房产税 0．5％， 

重庆0．4％)和直辖市征税均衡(即北京、天津、上 

海征收房产税0．5％，重庆 0．4％)的基础上，提 

高每个省的收入税税率的1O％，来研究在存在房 

产税下，收入税政策的影响．结果见附表 9和附 

表 1O． 

发现，与征收房产税影响人均 GDP靠后的 

省份不同，在基准均衡下提高收入税税率之后， 

主要影响的是人均 GDP较为靠前的省份． 

1)住房方面．提高收入税税率之后，住房方 

面主要有以下变化：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 

苏、浙江、湖南、广东、海南、贵州、西藏、青海、新疆 

的住房产出、住房劳动力投人、住房的资本投入以 

及住房的消费需求均有所下降．其他省份都有所 

上升．与全国征收房产税不同，提高收人税税率 

之后，许多人均 GDP靠前的省份受到了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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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住房产出和投入上均有所下降．同样， 
一 些经济体小的省份如西藏、青海等也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 

2)消费品方面．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海南、贵州、云南、甘 

肃、青海、新疆的非住房产出、消费品的劳动力和 

资本投入均有所下降，其他省份都有一定上升． 

消费品受到的影响与住房产业类似，但总体看 

来，变化幅度上都没有全国征收房产税的变化幅 

度大． 

3)社会福利方面．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 

苏、浙江、湖南、广东、海南、贵州、西藏、青海、新疆 

的社会福利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都有小幅下降， 

其他省份均上升． 

4)工资水平和资本回报基本不变． 

而对于直辖市征税政策，提高收入税税率的 

10％之后，其结果与基准利率下征税的情形非常 

类似，变化幅度也相差不大． 

另外，当收入税税率在[10％，50％]之间变 

动时，其结果与上述一致． 

5 结束语 

2011年 1月推出试点房产税改革之后，除了 

房产税对房价、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其税收功能 

外，房产税将如何在全国进行推广一直是个重要 

话题．学者们也指出重庆和上海试点的房产税税 

基较窄，应扩大征收范围 ，加0 并应进行地区 

差异的试点E231．基于此，研究了对直辖市、东部 

沿海地区、人均 GDP高的地区以及全国征收房产 

税的不同方案．通过按照不同省份建立 31类消 

参 考 文 献： 

费者，观察房产税对征税地区以及非征税地区的 

影响．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利用数值模拟， 

给出不同房产税政策下，生产产出、要素投入和 

社会福利的变化．结果显示，当扩大征税地区之 

后，只有经济体较小和严重依托房地产的省份会 

在福利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上有小幅下降，大部 

分省份福利水平和国民收入都会上升，支持了学 

者们扩大税基和征收范围的观点． 

另外，通过计算，得到不同政策下的均衡进 

行比较后发现，征税地区的住房需求和产出会下 

降．说明房产税对征税地区的房价有一定抑制作 

用．同时，在住房的要素投入上，由于资本成本 

的提高，会导致要素投入从资本转向劳动力；而 

对于非住房产业，征收房产税之后，会对人均 

GDP靠后的省份有较大的影响，这些省份的非住 

房产出会有所下降．说明房产税对收入分配调节 

作用有限，甚至有恶化收入分配的倾向．与文献 

[11]和文献[14]的观点接近．但原因与他们的 

分析有所不同，在本研究的模型中，房产税实际 

扭曲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导致要素投人从 

资本转向劳动力，对于人均 GDP靠后的地区，劳 

动力的边际产出较小而资本的边际产出更高，要 

素投入的转移最终使得产出减少，从而加剧了高 

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人均 GDP差距． 

最后，当在不同政策下提高收人税税率之 

后，人均 GDP较高的地区的收入和福利会下降． 

可见，收入税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更为明显．这 

也支持了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即调节收入分配的 

关键在于初次分配，即收人税的制定．由于房产 

税对于收入分配有恶化倾向，从而更有必要适当 

提高收入税税率，以减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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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the property tax reform in China by developing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1．Using economic data in 201 1 for calibration，the paper compares the productions， 

consumption，welfare and national incomes in different equilibria under varied property tax and income tax pol- 

icies．The simulation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rty tax would decrease both house productions and 

consumption in the taxed area，and exert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regions with low GDP per capita．If the tax 

policy is adopted by more regions，the total social welfare and national income would increase．An increase in 

income tax would be a better policy than the property tax reform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narrowing down the in— 

come dispar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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