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号 密级
U D C 编号 10741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我国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效应分析

研 究 生 姓 名： 韩宏达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马 军 教授

学 科、专 业 名 称： 应用经济学 税务

研 究 方 向： 税收理论与制度政策

提 交 日 期：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

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

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

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导师(校外)签名： 签字日期：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选择“同

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

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

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导师(校外)签名： 签字日期：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ax policy on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ellow River Basin

Candidate : Han Hongda

Supervisor:Ma Jun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摘 要

黄河流域纳入国家重大战略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的落实，将助推经济

增长由以往的规模扩张和要素驱动转向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促进经

济发展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税收具有“基础性、支

柱性、保障性”作用，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适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理念和目标。本文主要研究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述税制结构、税收负担的经济增长效应；其次，分析

税制结构、税收负担影响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再次，对比分析黄河

流域经济社会、税制结构、税收负担现状；最后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民生

活、对外开放等四个维度构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之后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从而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是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综合指标评价结果还是分维度指标评价结果来看，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指标指数均处于波动上升状态；第二，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增大将显著促进黄

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宏观税负加重将显著抑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第四，检验主要税种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增值税和

个人所得税比重增加有利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营业税、消费税和企

业所得税比重将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企业所得税未通过

T 检验，抑制作用不明显。因此，政府应优化税收内部结构，完善绿色税收体系，

坚持税收中性原则，提高税收资金使用效率，以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税制结构 税收负担 黄河流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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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pace, which will help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revious scale

expansion and factor-driven to an efficient, fai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quantitative accumulation to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and ultimately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axation has a "fundamental, pillar

and guarantee" rol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axation policy must be

adapted to the concept and objectiv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ax structure and tax burde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nomy. Firstly, we explai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ax structure and tax burde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secondly, we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tax structure

and tax burden affec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Yellow River Basin; secondly, we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ax structure and tax burden in Yellow

River Basin; finally, we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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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including economic grow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eople's life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fter that, a two-way

fixed-effect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tax structure and

tax burden on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n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mainl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both from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mprehensive indexes and sub-dimension indexe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ellow River Basin, the indexe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ellow River Basin are fluctuating and

increasing; secondly, increasing the ratio of direct tax to indirect tax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ellow

River Basin; thirdly, increasing the macro tax burden will significantly

inhibit Fourthly,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major taxes on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nomy, we find that the

increase of VAT and personal income tax is beneficial to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nom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sales tax, consumption tax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will

have a suppressive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ut corporate income tax does not pass the t-test

and the suppressiv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axation, improve th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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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ation system,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ax neutralit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ax funds u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Tax structure;Tax burden; Yellow River Basin;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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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黄河流域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全长 5464 公里，覆盖东、中、西部

三大经济带，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人口活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

在国家发展全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黄河流域九

省区 2021 年末常住人口 42068 万人，占全国比重为 29.78%。地区生产总值为

286851.7 亿元，约为全国的 25.31%。其中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山东省达到

83095.9 亿元，最低的青海省仅为 3346.6 亿元，前者是后者的 25 倍。城镇化率

大多数在 60%左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其中甘肃省城镇化率仅为

53.33%，低于全国城镇化率水平近 10 个百分点。黄河九省区近年来经济发展稳

中向好，稳中向进，但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依旧相对滞后，各省区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此外，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

发，经济发展基础不稳定。如何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动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将是当下黄河流域发展的方向和

重心。

党中央多次强调充分发挥税收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对标二十大，

税收需要在筹措财政资金，实施宏观调控，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为黄

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保障和支撑。从税制结构来看，合理的税制结构通过

影响企业和个人的财富分配，从而影响收入结构、产业布局的调整，以此稳定经

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社会公平与效率水平，进而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从税收总量来看，税收可以为政府筹集资金，增加公共投资，改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并有助于调节收入和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从而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可以说，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作用

重大。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

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2021 年 3 月又明确指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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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些论断充分显示国家越来越重视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概括了黄河

流域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税制结构作为现代财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转

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不断凸显。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政策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因此，施

行“总量驱动、结构优化”的税收政策对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基于这一背景，研究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厘

清制约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税

收新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1.1.2 研究意义

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研究背景，深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内涵，优化税制结构，调控税收总量，发挥税收在经济发展中的风向标和助

推器作用，对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本文从结构和总量双视角出

发研究我国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基于研究结论提供税

收对策建议以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不断深入，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对

相关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探究

税制结构、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以期丰富黄河流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相应借鉴。

（2）实践意义

选取黄河流域 9省区 1998 年至 2021 年相关数据，采用实证方式检验税制结

构、税收负担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性，继而通过实证结果分析税制

结构和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不但可以为黄河流域进

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税收政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还可以为政

府部门制定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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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自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起，经济增长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们的首要关注对象，

以往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速度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迈向新阶段，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关注。

总的来说，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界定和综合水平测度。

1.2.1 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

国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研究较为丰富。具体来说，学界通常从以下三

个方面来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学者从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来解读经济高

质量发展。金碚（2018）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求的发展方式；另一些学者则从经济发展效率角度诠释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苗勃然，周文（2021）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注重产业结构，兼顾质

量和数量，突出实体经济，更加开放的发展；马茹（2020）认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稳定、更开放的发展模式。也有学

者围绕五大发展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杨民伟（2018）在其

文章中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宗旨和目标的发展。

1.2.2 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

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展开了研究，从测度理念

和指标体系构建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和五大发展理念或其衍生

指标作为衡量指标。何兴邦（2018）以全要素生产率和其他扩充指标建立指标体

系测度经济发展情况，李梦欣和任保平（2019）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构建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学者多选用熵权法、层次分

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周吉（2019）和杨

沫（2021）等人分别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熵权法测度了中国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国外没有相关研究。但是国外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较为丰富，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多恩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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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这样定义经济增长的概念：“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

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生产要素积累主要指经济增长的数量部分，而资源

利用改进和要素生产率则指经济增长质量部分；此外，Martinez and

Mlachila(2013）

深入研究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经济增长状况，他们将经济高质量增长定

义为一种强大、稳定、可持续、生产力提升以及贫困率减少的经济增长状态，与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也相对吻合。另外，国外学者构建的关于衡量经济增

长的指标体系也能为我国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参考。1970 年联合国研

究发展所设计了一套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指标体系；之后相关学者也陆

续构建了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Montfort Mlachila等（2016）

从经济增长的本质出发，构建了包括公共扶贫支出、宏观经济稳定、金融发展、

制度质量、外国直接投资等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成果能为我国学者探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时提

供研究思路，但由于各国国情有所差异，我们应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形成我国

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2.3 税制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税制结构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问题备受学界关注。现有研究可

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从全国层面探究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另一类是从区域

层面分析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第一类研究，储德银（2021）表明间接

税占比提升会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崔耕瑞（2021）从总体分

析和时序分析两方面分析税制结构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时发现，总体上提高直接

税和间接税比重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在不

同阶段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对于第二类研究，孙英杰等（2018）将全国划分为

东中西三个区域，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直接税与间接税占比提高都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相较于间接税，直接税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加大

中部地区直接税比重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加大西部地区直接

税比重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周明明（2020）从经济收敛视角出

发研究中国税制结构的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发现，提高直接税比重促进区域经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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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研究发现不同税种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同，企业所得税对区域经

济收敛有促进作用，个人所得税对区域经济收敛有抑制作用，增值税与消费税对

区域经济收敛都会产生负向作用。

当代税收政策的功能具有多样性，征税的目的也具有多样性。不仅需要筹集

财政收入，还应促进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稳定、协调资源分配，同时也应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上税收制度设计应最大程度减少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特别

是优化税制结构。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并且

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国际学者们将税种分为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四类，验证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发现，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消费税和财产税（Arnold，2011）；

Nguyen（2019）利用 OLS 模型研究了直接税和间接税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发

现直接税比重提高并没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间接税则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Korkmaz, Yilgor and Aksoy (2019）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作为自变量，GDP 作为

因变量研究了土耳其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最终发现提高直接税比重对经济

增长有抑制作用，提高间接税比重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

1.2.4 税收负担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围绕税收负担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议题，既有研究重点围绕最优宏观税负

以及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研究。从最优宏观税负来看，由于宏观税负测

算口径不同，测算结果各不相同。关予馨（2013）和董根泰（2014）认为中国的

中口径宏观税负和大口径宏观税负明显较高；罗捍东和丁丹（2015）的研究发现，

中国最优宏观税负率为 23.4％，小口径和中口径宏观税负率低于 23.4％，大口

径宏观税负率早已超过这一比例；王勇（2020）以巴罗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

结合 1998-2018 年的数据测算我国宏观税负率，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的最优税负水

平为 22.4%，将其与大中小三个口径对比后发现，目前我国税收负担偏高。从宏

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学者们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产业现代化、企

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影响展开研究，其中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引起广泛关

注。但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未达成统一定论。李永友（2004）利用我国

经验数据进行计量，发现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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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亮等（2013）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 1994 年到 2011 年间 GDP

增长率与税收负担的动态关系，发现降低税收负担能够微弱地促进 GDP 增长率增

长；曹润林和陈海林（2021）采用系统 GMM 模型验证了税收负担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之间的倒 U型关系，最优税收负担率为 21.4%。

从国外相关研究脉络来看，学界的关注点聚焦于以下两点：其一是宏观税负

的高低，Chokri 等人（2018）利用 1996 年至 2015 年突尼斯的时间序列数据，

得出突尼斯最佳税收负担在 12.8%至 19.6%之间；Amgain（2017）利用 1991-2001

年的数据测算了 32 个亚洲国家的最佳税负水平，研究表明，最优宏观税收负担

为 18%。其二是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acek（2014）指出税收的增加将

会导致经济效率损失，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主张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

税率；Grace Ofori-Abebrese（2021）使用 2007 年至 2017 年加纳的季度数据建

立 Scully 模型，发现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呈倒“U 型”关系，税收负担为 27.69%

时，加纳经济增长达到最优水平；Nthabiseng Koatsa 等人（2021）利用格兰杰

因果分析证明了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1.2.5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黄河流域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区域。当前，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困境、衡量方式和实施路径等。安树伟（2020）指出，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市场有效、动能转换、产业支撑、区域协

调，并且要以人为本，但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压力大、转型发展较为困难、

城市群建设压力加大、区域协调发展难度大等问题成为制约黄河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因素（张贡生，2020）；基于黄河流域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任保平（2022）

提出，从黄河流域现实条件出发，黄河流域可选择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分类发展、

联动发展、协调发展、合作发展五位一体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根据黄河流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国内学者构建了衡量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

系。韩军（2021）等采用 TOPSIS 熵权法测度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

张震（2022）结合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分析了 2011 至 2019 年黄河流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状况，发现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不同流域段经济发展

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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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动态发现，前人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税制结构和税收

负担的研究均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就经济高质量相关研究成果来说，学者们

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影响因素、指标测度和实现路径层面展开集中研

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果都较为丰富。国内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借鉴

了国外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有益部分，并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总体

上依然处于研究起步阶段；从税制结构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效应来看，现有研究

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划分为直接税，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划分为间

接税，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检验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但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

结论；从税收负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从减

税降费和税收负担角度出发，探究税收总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性，普遍认

为税收负担加重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减税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外关

于税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仍然存

在以下问题值得讨论：首先，已有研究大都考察的是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

响，很少有人研究税收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其次，学者们主要研究税

收政策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对税收政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关注度不高，特别是

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相对匮乏；最后，以往针对

税收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通常从税收结构或税收负担某单一层面展开讨论，鲜有

学者基于结构和总量双视角探讨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针对上述研究现状，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黄河流域 9省区作为研究对象，先采用熵

权法测算黄河流域 1998 年至 2021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指数，然后构建双

向固定 效应模型，研究税收结构和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找出黄 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财税建议助推黄河流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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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文章按照“识别研究问题，确定研究方向→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数据准备

→理论与实证分析结合→结论与建议”的思路展开，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六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和税收

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的现实背景，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然后梳理关于税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学术研究动态前沿，

从而提出研究问题，并确定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最后，通过对比现有研究成果

找出本文可能存在的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是概念辨析和理论基础。先对文章中涉及的重要概念和相关理论进

行阐述，之后论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税收的内在联系机制，为本文研究

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是研究区域概况分析。分析层次上，先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现

状和税收现状与全国进行纵向对比，再将黄河流域九省发展现状进行横向对比。

第四部分是测度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指数。根据黄河流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内涵和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分析测

度结果。

第五部分是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在实证分

析的次序上，先分析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继而

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分析税种结构对黄河流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在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的分析基础上，得

出研究结论，明确制约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阐述问题产生的原因，

提出有针对性地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收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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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论文技术路线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文章第二部分通过阅读、整理和分析大量国内国外文献，

阐述税收政策影响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理论和作用机制，并结合税收

乘数理论、最优税制理论以及流域经济学理论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比较分析法：文章第三部分分析黄河流域经济与税收发展现状时，先

将黄河流域与全国水平进行纵向对比，再将黄河流域九省区进行横向对比，了解

黄河流域与全国的发展差异以及黄河流域内部发展差异，找出黄河流域在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3）实证研究法。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并辅之以规范研究。在实证分析

中，一是将收集整理的 1998 年至 2021 年黄河流域 9省区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最

大限度地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二是采用熵权法测算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指标指数，得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结果；三是建立税收政策和黄河流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面板模型，验证税收政策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性，

分析实证结果，得出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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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新及不足

1.4.1 创新之处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

（1）研究对象创新：本文围绕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黄河流域九省

为研究对象，分析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目前，关于黄河

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税收政策关系的研究相对匮乏。以期为提升黄河流域整体

发展水平提供决策依据。

（2）研究方法创新：本文从结构和总量双视角出发，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

究了黄河流域各省区税制结构和税收总量变动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利于为进

一步优化地方税提供理论支撑。

1.4.2 不足之处

本文研究不足主要有以下两点：

（1）囿于作者自身水平限制，对部分理论分析不够深入，目前对于我国税

制结构、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对文献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

（2）由于选取的是黄河流域九省区的数据，可能导致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指标指数结果偏高，同时使得税收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有些许

偏差。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11

2 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

2.1 概念界定

2.1.1 税制结构

税收历来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息息相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十四五”开

局，经过 70 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相协调的税制

结构。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

建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结构；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至“十三

五”期间，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税制结构；第三阶段是十八大

至今，形成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税制结构。新中国成立以

来，进行了多次重大的税制结构改革，税制结构不断简化，直接税占比逐步提高。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税制结构优化进程不断加快。

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税制结构分类标准有三种：一是税

系结构，即直接税或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根据朱志钢、高梦莹（2013）

对税系结构的界定标准，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划分为直接税，将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关税、资源税、烟叶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船舶吨税

划分为间接税；二是税类结构，按照相关标准将相同或相似的税种归为一类，各

税类在税制内部结构中的占比为税类结构。我国的税类结构主要分为所得税类、

流转税类、财产税类和行为税类等；三是税种结构，指的是一国税制结构中各税

种的组合方式，其衡量方式为各个税种在税制结构所占比重的大小。由于增值税、

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较高，在检验税种结

构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主要考虑这五个税种。对于税制结构指

标的衡量，已有研究采用的方法并不统一。刘胜和冯海波（2016）指出，通过直

接税与间接税两者之比可以更好地体现国家税系结构的配置，有利于服务于国家

的宏观经济目标。因此，本文借鉴此种方式来衡量税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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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征税而使一个国家的纳税人承担的经济负

担。它一般表现为可支配收入数额或份额的减少，反映了政府与纳税人在税收分

配中的数量关系，是国家税收制度中的基本要素。宏观税负水平通常包括两个层

面：一是税收总量，指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筹集的税收收入总额；二是宏观税负

率，其衡量方式为税收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于税收总量难以体现

税收负担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故学术界普遍认为从相对量角度，即宏观

税负率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更为合理。宏观税负的计算口径分为三种：分

别是大口径、中口径和小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主要指财政收入、社保基金收入、

非税收入、非体制收入等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口径税负用财政收

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小口径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重。但是由于制度外收入统计和计算口径难以确定，已有研究大都采用中口径和

小口径宏观税收负担来考察我国宏观税负率的变化情况。考虑到黄河流域九省区

经济发展差异、税收制度和征管能力高低不同，本文选取小口径宏观税负率来衡

量黄河流域九省区宏观税负水平，本文所有分析均沿用该衡量方式。

2.1.3 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理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

进入新时代后的崭新主题。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首次提出高质量

发展的新表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随后，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完

善高质量发展理论。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上强调，“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凸显了高

质量发展对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长远意义。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

环境和发展条件变化做出的科学判断，也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目标和基本要求。高质量发展有以下七层含义：一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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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增强

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成就感的发展；二是实现平衡充分发展，消除地

区差异、领域差异和人群差异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涵；三是促进绿色发展，

由粗犷式发展向资源节约型发展转变；四是形成高效益发展，高质量发展应不断

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不断提高科技进步率和全要素

生产率；五是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地再分配，高质量发展应实现投资有回

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六是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循环和结构

优化，实现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循环通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七是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相匹配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需要适当的发展速度

作为保障。

高质量发展是典型的“中国理念”和“中国话语”，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

鲜明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现有学者主要从经济增长

质量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研究，以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和内部结构来衡量经济发展

质量高低，普遍采用经济增长质量来讨论经济高质量发展“质”的问题。而另外

一些学者统筹考虑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多方面影响，多维度考察经济高质量

发展。本文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刻画并反映一国经

济发展优劣的综合性指标，是发展数量和发展质量的内在统一，涵盖了经济增长

绩效好、人民获得感高、资源环境代价小等内容。

2.1.4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习总书记曾

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2019 年，在郑州主持召开

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同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一样，是重要的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秉持“共同做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的战略思想，使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适

应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

大计。具体而言，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普遍性和特

殊性：一方面，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范畴。要树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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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协

调成为发展的根本遵循，绿色成为发展的内在要求，开放成为发展的必要条件和

共享发展成为发展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属于流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生态安全和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上，生

态安全应从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三个具体方面入手。

同时，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城乡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增强服务民生能

力，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战成果。本文将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和对

外开放等方面分析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2 理论依据

2.2.1 最优税制理论

最优税制结构研究的是政府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如何通过征税安排，使得

公平与效率以最好的状态来实现经济目标的问题。最优税制的目标可以通过变化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配比来实现。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与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税

收负担不易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具有良好的累进性；财产税的计税依据

为财产多少，能够做到量能课税；企业所得税税源丰富，逐渐成为政府税收的主

要来源。因此，课征直接税能够保障公平目标实现。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

业税、消费税等商品税，大都存在于商品流通环节，税负极易转嫁，对市场的扭

曲效应较小，能够保持税收中性。直接税侧重公平，间接税注重效率，只有合理

配置两者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大小，确立与经济目标相适应的税制结构，才能充

分发挥税制结构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2.2.2 税收乘数理论

税收乘数即税收的变化对国民收入变化产生的倍增效应。税收乘数有两种：

分别是定量税、定量税和比例税情况下的税收乘数。第一个是指税收绝对数额变

化对国民总收入的影响，第二个是指税率和税收绝对数额变化对国民总收入的综

合影响。

（1）定量税情况下的税收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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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凯恩斯的三部门均衡产出理论，社会经济由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组

成，而经济社会总收入恰好等于居民、企业和政府想要的支出。假设 y为国民收

入，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s为储蓄，t为税收收入。即：

）（1                                                       y         tscgic 

把消费 c看作是可支配收入 y0的函数，则：

）（2                                                                           βt        αc 

由于可支配收入为国民收入减去税收后的余额，那么均衡收入

）（3                                                                        
β1

βtgiαy





假设在均衡收入公式中只有 t 变动，则税收收入为 t0和 t1时，国民收入分

别为：

）（4                                                                   
β1

βtgiαy o000
0






）（5                                                                  
β1

βtgiαy 1111
1   






(6)                                                                    
β1

βΔtΔyyy 01






那么税收乘数为

(7)                                                                           
β1
β

Δt
Δykt






上式中，税收乘数为负数，这表明税收收入增加一个单位，国民收入就减少

β-1
β ，税收减少一个单位，国民收入就增加

β-1
β 。其原因是国民经济部门之间是相

互联系的，随着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会相应减少，因而收入随税收收入

增加而减少，随税收收入减少而增加。

（2）定量税和比例税情况下的税收乘数

前面讨论了定量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效应，没有考虑政府转移支付 tr 对社

会经济的影响，通过各国的经验证据表明，转移支付也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

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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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t0为定额税，ε为边际税率税收函数为：

）（8t 0                                                                                   tt 

加入政府转移支付后，可支配收入为：

）（9y0                                                                            trty 

联立（2）、（8）和（9）三式，并求 y0对 t的偏导，得到税收乘数表达式

为：

）（10
)1)(1(

k                                                           
t
y












由此可见，相较于定量税情况下，比例税和定量税相结合对税收乘数的影响

效应更大，即税收乘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随之加大。

2.2.3 流域经济学理论

流域经济是以流域为载体的特殊区域经济类型，流域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较

为狭长的地带，各个区域之间经济运行和发展往往表现出多样性，即经济发展水

平“同质”，地理空间相似，在“异质”地理空间则呈现较大程度的差异（代明，

覃剑，2009）。流域经济有别与其他经济类型的特征主要有：第一，流域经济以

河流、水资源、水产业为纽带；第二，流域经济整体性和关联性较强，不仅仅表

现为自然资源上的关联性，更表现为上中下游间的相互制约或者促进方面；第三，

由于流域经济跨越区域较长，各区域之间自然条件、地理形态和历史背景等存在

较大差异，各地区发展基础具有显著差异性；第四，流域经济对矿藏资源、石油

资源、天然气资源、水资源等依赖性较重，实现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

粗犷的发展模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质要求。黄河流域作为典型的大流域经济，

在国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深刻把握流域经济学

理论的重要含义，对分析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至关重要。

2.3 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政策工具，在

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优化资源配置，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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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增长，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本文主

要讨论税制结构、税收负担影响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2.3.1 税制结构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现行税制结构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抑制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行税制

中，间接税比重远远超过直接税比重，间接税与直接税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严

重影响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税收中性原则，在设定税收政策时应当

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扰，避免对市场经济运行产生扭曲效应。在

一国税制中，直接税由于税负难以转嫁，负税人和纳税人一致，具有良好的税收

中性特征，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能够实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从而降低经

济效率损失。间接税具有税收负担的转嫁功能，高额的间接税负担不仅干扰了市

场经济中价格形成机制，还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除此之外，巨大的间接税收

入引发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扰，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投资方向，导致产能过剩等

问题，降低市场经济效率。

税制结构通过抑制生态环境改善，阻碍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脆弱，环境问题突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与前提。在税制结构中加入绿色环保性质税种，提高绿色税收的比重，为平

衡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决途径。目前，专门

为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自然资源设置的税种仅有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两个税种，

尽管其他相关税种体现了一些绿色属性，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绿色税收体系，

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微乎其微。

税制结构通过影响人民生活抑制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宏观调控

是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合理的税制结构是社会分配和共同

富裕的必备要件。从税系角度看，税制结构由间接税和直接税组成，对促进高质

量发展和公平分配有着重要作用。一方面，税制结构通过税种搭配和税制设计等

调节市场行为，优化资源配置和升级产业结构，做大“蛋糕”；另一方面，个人

所得税和财产税通过累进税率和对存量财产征税的方式，可以分好“蛋糕”。目

前，我国税制中间接税比重常年高于直接税，企业所得税税率居高不下，个人所

得税比重偏低，不利于实现公平分配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而抑制了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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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

税制结构通过抑制开放发展减缓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新冠疫情

蔓延全球，严重冲击国际投资与合作，部分产业链、生产链濒临断绝。在国际贸

易遭到重创的背景下，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不合理问题凸显。直接税比重过小，间

接税比重过大，并且直接税收入大都来源于企业，企业税收负担过重，抑制了大

部分企业“走出去”的意愿，特别在经济下行时期，更加重了企业的“税负痛感”，

可能导致资本流向避税洼地，不利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3.2 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税收负担通过抑制经济增长阻碍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和资

本、劳动关系密切，税收负担影响资本和劳动的供给，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一方

面，税收攫取了一部分资本和劳动收入，减少了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对投

资和劳动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减少劳动供给；另一方面，税收负担过高打击了社

会生产力较高但税负较重的生产部门的积极性，扭曲了人力资本的效益率；最后，

较高的税收负担迫使企业主动规避研发和风险高的投资，把投资从税负高的篮子

转移至税负低的篮子，降低了资本有效使用率和资源浪费现象。

税收负担通过影响生态环境改善阻碍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负担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激励机制实现的。通过降低税收负担来降低企业的

生产成本，鼓励企业进行创新，进而加强环保技术攻关，加大对低碳环保产业的

投资力度。具体做法有两点：其一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朝着绿色、节能、

减排和环保方向发展；其二通过“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激励机制，

激发企业绿色发展意识，从而减少污染物排放。

税收负担通过影响人民生活影响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税收负担

有利于调动人民共建共享的积极性。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规模庞大、涉及税种

多、覆盖面广，为保障企业运转和稳定个人可支配收入注入了强劲动力。不仅如

此，降低税收负担还能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保障每个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

如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调节个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关系。

税收负担可以通过调整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税收补贴等直接或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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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首先，降低税负可以影响商品的进出口价格，进而影响国际贸易，形

成相应的价格优势，从而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黄河流域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政府优惠税收政策的支

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税制结构、税收负担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人民生活和

对外开放四方面进而影响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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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区域现状分析

3.1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3.1.1 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

黄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虽仍然处于增长状态，但是增速逐渐放缓，在我国整

体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也持续走低，甚至出现了衰退现象。从图 3.1 可以发现，黄

河流域二十四年间地区生产总值从 20591.36 亿元增长到 286851.70 亿元，增长

了近14倍，年均增长率为1.12%。2004年增长速度最快，较 2003年增长了7.15%，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近 6个百分点。黄河全流域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趋势基本保持一致，1998-2021 年间，经济增速走势呈现“M”型，即

1998-2004年走高，2005-2009走平和回落，并在2009年回落到最低点，2010-2011

年走高，自 2012 年开始再度下降，经济整体偏弱，节奏呈现复杂变化。主要是

因为加大政策对冲力度的同时，还嵌入了众多超越经济的影响因素。黄河流域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常年低于全国水平，这是因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区域差

距大、产业低端、贫困地区面广、体量大、深度深等诸多问题，制约了流域发展。

黄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2012 年达到峰值 28.93%，之后

呈现平缓下降的趋势，2021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25%左右，十年间下降

了近 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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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998-2021年黄河全流域地区生产总值基本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为进一步分析九省区对黄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对各省区占全流域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展开分析。如图 3.2 所示，各省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

题突出。2021 年生产总值比重前三名依次是山东省、河南省和四川省，所占比

重分别为 28.97%、20.53%和 18.77%。青海省占比最低，仅为 1.17%，不到山东

省的 5%。1998 年至 2021 年期间，内蒙古、陕西省和山西省占黄河流域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分别从 1998 年的 5.72%、6.73%和 7.73%提高到 2021 年的 10.39%、

18.77%和 7.88%；河南省、山东省占黄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倒“U”

型趋势，即两省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占比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位于上游的

甘肃省、青海省和宁夏占比较为稳定，四川则呈现“U”型变化，所占比重逐年

提高。

图3.2 1998-2021年黄河流域各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从经济增长的含义看，除了地区生产总值的规模和增长率，人均 GDP 也有助

于分析经济发展程度。为了深入分析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现状，先将黄河流域人均

GDP 与全国水平进行比较，再分析流域内各省区人均 GDP 发展差异，具体如图 3.3

所示。从绝对量看，无论全国人均 GDP 还是黄河流域人均 GDP，两者均呈现逐年

增长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域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渐提高，脱

贫攻坚成果显著。从相对量来看，两者呈现“w”折线增长，人均 GDP 增长可能

历经“波折”。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看，1998-2012 年黄河全流域人均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22

GDP 高于全国水平，2013 年至 2020 年黄河流域人均 GDP 低于全国水平，但是两

者增长速度的差异在不断缩小，2021 年黄河流域人均 GDP 增长迅速，并且高于

全国水平。观察图 3.4 发现，黄河流域各省人均 GDP 增长明显，但是各省区之间

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2007 年之前，人均 GDP 最高的是山东省，2008 年至 2016

年人均 GDP 最高的是内蒙古，2021 年内蒙古又反超山东省，成为九省区人均 GDP

最高的省份，主要是因为内蒙古能源矿产丰富，并且人口规模较小。近十年人均

GDP 最低的是甘肃省，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省份之间相差约 3倍。

图3.3 1998-2021年黄河全流域人均GDP基本情况（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图3.4 1998-2021年黄河流域各省区人均GDP变化趋势（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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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各省呈现层次差异

黄河流域土地、矿藏以及天然气等资源丰富，且分布相对集中，为工业和农

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根据 2021 年相关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占 9.32%，第二

产业占 42.03%，第三产业占 48.66%。第一、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高出

全国 3个百分点左右。从图 3.5 可以看出，1998-2021 年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调整，第二产业占比从 1998 年的 44.16%下降到 2021 年的 42.03%。第三产

业占比由 1998 年的 34.36%提高到 2021 年的 48.66%，第一产业占比略有下降，

但基本保持稳定。同时，随着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将相应增加，

2021 年第三产业比重接近 50%，这表明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三一”转

变为如今的“三二一”，呈现出高级化的新发展格局。

从黄河流域内部产业结构看，九省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呈下降趋势；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比逐年上升，接近 50%。其中，内蒙古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

为 10.8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的是甘肃省，为 52.84%；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比最高的是山西省，为 49.64%。由于九省区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不同，造成

三大产业结构分布差异，使得各省区支柱产业有所区别。

图 3.5 1998-2021年黄河全流域三次产业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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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能源优势明显，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形势严峻

黄河流域能源丰富，素来被誉为我国的“能源流域”，上游的水资源、中游

的煤炭资源、下游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动力源，为

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截至 2021 年，全流域原煤储量占全国 75%以

上，天然气储量占全国的 37%以上，石油储量占全国比重超过 36%。与此同时，

黄河流域农业地理环境优越，是我国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制约黄河流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以水资源为核心的流域经济模式

尚未形成。长期以来，黄河流域 75%左右的面积处于干旱或者半干旱，荒漠化和

水土流失倾向明显。流域水资源总量约为 797.5 亿方米，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2.75%，人均水量和耕地亩均水量只有全国的 22%和 16%，在用水强度方面，已超

过最低的生态预警线。“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要求黄河

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水资源作为刚性约束条件，推动用水由粗放型向节约

集约方向发展。

3.2 黄河流域税制结构现状分析

税制结构研究的是一定时期不同分类标准下税收所呈现的配比关系。有三类

分类标准：税系结构、税类结构和税种结构。我国税收收入 80%以上来自增值税、

营业税（2016 年已停征）、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五大税种，前

三者属于间接税，后两者属于直接税，能够很好地体现黄河流域的税制特点，故

本部分以这五大税种为主，分析黄河流域税系结构和税种结构的变化。

图 3.6 列示了 1998-2021 年黄河流域直接税和间接税收入总额和占比情况。

1998-2021 年，间接税收入总额和占比都在逐渐下降，但依然占据主体地位，直

接税收入总额和占比呈现出逐步上升态势，这表明目前黄河流流域并未实现直接

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1998 年间接税占比高达 62.41%，2016 年即

下降到 44.04%，首次低于 50%，并有继续下降趋势。尽管间接税占比不断降低，

但是收入总额却从 1998 年的 605.32 亿元上升到 2015 年的 7999.54 亿元，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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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实行“营改增”
①
政策，间接税占比进一步下降，但与直接税占比相比，

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依旧较高。直接税比重从 1998 年的 17.35%上升到 2021 年

19.2%，提高了约 2个百分点，收入总额也提高了 3015.96 亿元。

图 3.6 1998-2021 年黄河全流域税系结构（单位：亿元，%）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计算而得

表 3.1 和图 3.7 选取税制结构中地位突出的税种展开分析，通过分析 1998

年到 2021 年税种结构变化情况，可以充分了解各税种对税制结构的贡献度和未

来趋势。如表 3.1 和图 3.7 所示，税制结构不断优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占比明显提升，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税收基础。。

从收入规模来看，1998-2021 年黄河流域增值税的收入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

从 1998 年的 205.35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7020.17 亿元，24 年间增长了约 34

倍。1998 年到 2015 年，黄河流域增值税收入逐年稳步增长，2016 年到 2018 年

增长幅度较大，由于 2016 年 5 月 1 日全面营改增，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使得

这三年增值税收入增长迅速。2019 年至 2021 年增值税收入开始下降，这也是 20

① 虽然 2016 年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且存在补缴税款现象，即有实际

纳税额，故本文将数据范围选 1998-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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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增值税规模下降的情况，在营改增之前，营业税是仅次于增值

税的第二大税种，税收收入常年保持在 1500 万元左右，2016 年之后逐步下降，

2018 年彻底退出舞台；消费税仅对特定商品征收，税基范围较窄，收入规模增

长幅度较小，1998 年消费税收入为 142.70 亿元，2015 年为 1960.69 亿元；作为

四大税种之一的企业所得税，1998-2021 年收入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随着企业

所得税框架、税率等要素基本确定和各项补充政策的出台，企业所得税规模平稳

上升；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的第三大税种，在筹集财政收入、调节财富分配等方面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98-2017 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持续扩大，由于 2018

年扩大税率级距、设立基本减除费用和专项附加扣除，较 2017 年有所下降，之

后又缓慢回升，2021 年达到 765.45 亿元，恢复至改革前的收入水平。

从变化趋势来看，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最高占比为 41.24%，最低

占比为 14.72%，1998 年至 2021 年，黄河流域增值税占比变化幅度较大，2015

年下降到 14.72%，2017 年占税收收入比重为 41.24%，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

2018 年开始，国家实行大规模减税降费、加计抵减、留抵退税等政策，增值税

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度有所降低；营业税和消费税占税收收入比重比较稳定；企业

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的重要来源之一，1998 年以来，企业所得税占比最高为 24.73%，

仅次于增值税收入，足以凸显企业所得税在税收中“三足鼎立”的局势；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个人所得税税基扩大，加之征管力度和征管手段持续加强，

占比稳步提升，但所占比重依旧偏低，不到税收收入的 5%。

图3.7 1998-2021黄河全流域各税种结构变化趋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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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税务年鉴》计算而得

表 3.1 1998-2021 年黄河全流域主要税种结构（单位：亿元，%）

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时间 总量 结构 总量 结构 总量 结构 总量 结构 总量 结构

1998 205.35 21.17 142.70 14.71 257.27 26.52 118.47 12.21 49.80 5.13

1999 215.79 20.39 142.70 13.49 273.61 25.86 157.40 14.88 60.04 5.67

2000 242.15 20.99 129.88 11.26 293.57 25.45 200.54 17.39 74.94 6.50

2001 272.77 20.25 147.92 10.98 317.35 23.56 333.12 24.73 102.08 7.58

2002 308.48 21.39 176.98 12.27 390.17 27.06 184.69 12.81 93.82 6.51

2003 366.13 23.02 190.98 12.01 475.90 29.92 162.72 10.23 82.62 5.19

2004 471.88 24.64 234.95 12.27 593.81 31.01 211.31 11.03 101.97 5.32

2005 600.43 23.18 255.17 9.85 729.76 28.17 292.85 11.31 125.42 4.84

2006 736.97 22.57 286.43 8.77 912.40 27.94 404.50 12.39 147.51 4.52

2007 905.44 22.98 333.00 8.45 1178.64 29.91 581.60 14.76 193.99 4.92

2008 1085.57 22.66 381.11 7.95 1388.18 28.98 677.58 14.14 222.18 4.64

2009 1054.54 19.32 820.71 15.04 1711.59 31.36 719.73 13.19 242.58 4.45

2010 1240.01 17.87 1008.95 14.54 2296.59 33.10 920.18 13.26 306.05 4.41

2011 1472.49 16.78 1232.15 14.04 2876.64 32.77 1281.90 14.61 384.81 4.38

2012 1559.77 15.08 1439.95 13.92 3419.54 33.06 1530.38 14.79 366.46 3.54

2013 1654.34 13.97 1509.11 12.75 3975.47 33.58 1549.85 13.09 409.81 3.46

2014 1980.75 15.37 1602.07 12.43 4030.46 31.27 1557.77 12.08 434.21 3.37

2015 1934.30 14.52 1960.69 14.72 4104.55 30.82 1571.67 11.80 482.11 3.62

2016 3666.57 27.72 - - 2158.41 16.32 1540.74 11.65 526.83 3.98

2017 5918.34 41.24 - - - - 1908.11 13.30 660.29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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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1998-2021 年黄河全流域主要税种结构（单位：亿元，%）

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时间 总量 结构 总量 结构 总量 结构 总量 结构 总量 结构

2018 6562.98 40.24 - - - - 2215.83 13.59 773.36 4.74

2019 6712.59 39.97 - - - - 2376.19 14.15 543.92 3.24

2020 6127.08 37.43 - - - - 2329.31 14.23 619.82 3.79

2021 7020.17 37.22 - - - - 2855.83 15.14 765.45 4.06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计算而得

3.3 黄河流域税收负担现状分析

税收负担的研究通常有宏观税收负担、中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三个层

面，其中按照不同口径，宏观税负的测算又分为大中小三个口径。本文采用小口

径宏观税负测算黄河流域税收负担水平。总体来看，黄河流域税收收入规模不断

扩大，宏观税负率虽有波动，但仍然在逐渐提高，大致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方向

保持一致。从表 3.2 可以看出，1998 至 2021 年，黄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从

20591.36 亿元增长到 286851.70 亿元，税收收入也从 1117.62 亿元增长到

18859.10 亿元；从宏观税负率来看，黄河流域税宏观税负率经历了“升－降－

升”的过程，由 1998 年的 5.43%上升到 2006 年的 6.83%，再下降到 2008 年 5.32%，

最后持续上升至 2018 年的 6.84%，并在 2014 年达到最大值 7.04%，之后基本保

持稳定。

表 3.2 黄河全流域 1998 至 2021 年税收负担（单位：亿元，%）

时间 国内生产总值 税收收入 宏观税负率

1998 20591.36 1117.62 5.43
1999 21624.26 1232.84 5.70
2000 23908.61 1367.18 5.72
2001 26538.44 1597.40 6.02
2002 29504.95 1736.60 5.89
2003 34345.66 2032.26 5.92
2004 42435.03 2479.60 5.84
2005 51498.58 3216.60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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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黄河全流域 1998 至 2021 年税收负担（单位：亿元，%）

时间 国内生产总值 税收收入 宏观税负率

2006 61170.79 4177.06 6.83
2007 73975.54 3940.36 5.33
2008 90068.58 4790.87 5.32
2009 98618.89 5457.01 5.53
2010 117604.93 6939.13 5.90
2011 140222.31 8777.08 6.26
2012 155817.47 10344.92 6.64
2013 170631.21 11840.31 6.94
2014 183015.35 12890.75 7.04
2015 190796.59 13317.39 6.98
2016 204950.37 13226.23 6.45
2017 221218.93 14350.37 6.49
2018 238565.79 16308.42 6.84
2019 247407.66 16792.96 6.79
2020 253861.61 16370.51 6.45
2021 286851.70 18859.10 6.57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计算而得

趋势往往能研究事物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势，分析宏观税负变化趋势可以进一

步深化对黄河流域宏观税负的认识。1998-2021 年黄河流域各区域宏观税负变化

趋势如图 3.8 所示。

近年来，受到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影响，黄河流域各区域实际宏观税负率

呈现出差异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税收负担相应越重，但是黄河流

域上游税收负担却明显高于中下游地区。纵向时间维度来看，无论是黄河流域上

游还是中下游区域，宏观税负率变化均波动较大，两区域均在 2015 年达到最大

值后开始下降，最后趋于平稳；纵向空间维度来看，虽然各区域在时间维度上变

化趋势一致，各区域差异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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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1998-2021黄河全流域分区域税收负担变化趋势（单位：%）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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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4.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基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黄河

流域实际发展需求和新发展理念，构建包括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对

外开放 4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22 个三级指标的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1）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基础，黄河

流域经济增长应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增长基础现代化，黄河流域长期以来经济基

础薄弱，大部分省区处于内陆，通航能力较差，跨省域的交通主干线建设进程缓

慢，影响了区域间资源整合，难以发挥资源优势。黄河流域未来伴随着高铁、数

字经济、人力资本等的发展，必将加速发展，因此采用客运量、邮电业务总量/GDP

衡量增长基础；二是增长结构，合理的增长结构有助于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于矿藏和水流资源，以往

粗放式的发展方式造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将来应提高第一、二、三产业比

较劳动生产率，以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三是增长稳定，经济稳定增长不仅是

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保证，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一。当前经济面临需求

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发展必须稳中求进。故此，经济波动

是衡量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

（2）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内容。黄河一

直“体弱多病”，生态底子差，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制约着黄河沿线各

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其一是控制

污染物排放，流域内工业三废排放造成的严重污染，本文采用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占地区 GDP 的比重来衡量污染物排放状况；

其二是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扶持环保产业发展。故用环境治理投资总额来衡

量。其三是强化资源和能源的刚性约束作用，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和人均用

水量来衡量，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确保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3）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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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具体表现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流域内的居民生活富裕，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黄河流域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

方面是直接反映社会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指标，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来表示，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趋于公平；另一方面是反映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教育支出占

财政支出比重；还有就是反映安全发展的指标，保障黄河流域防洪安全，重要粮

食产区产量稳定是安全发展的重要内容。

（4）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讲好黄

河故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是黄

河流域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本文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衡量对外贸易程度，利

用博物馆数量和国内接待游客人数两项指标衡量文化繁荣程度。

本章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具

体如表 4.1 所示，“+”表示正向指标，“-”表示逆向指标
②
。

表 4.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总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权重

黄河流

域经济

高质量

发展

经济增长 0.33

增长基础
客运量 + 0.11

邮电业务总量/GDP + 0.12

增长结构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0.02

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0.03

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0.04

增长稳定 经济波动率 - 0.01

生态环境 0.08
污染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GDP - 0.01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 0.01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GDP - 0.01

污染治理 环境治理总额 + 0.01

资源利用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 - 0.01

人均用水量 - 0.01

② 注：第一、二、三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

业从业人数/从业总人数）；经济波动率=[（现期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基期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基期实际地

区生产总值]的绝对值；粮食生产稳定率=（产量／过去五年平均产量）－１；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总额；外商投资占比=外商投资总额/地区生产总值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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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权重

人民生活 0.27

收入分配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0.02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0.02

基本保障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 0.02

医疗卫生机构 + 0.10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0.03

安全发展
粮食产量稳定率 - 0.02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 0.06

对外开放 0.29

对外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占比 + 0.07

文化繁荣
博物馆数量 + 0.13

国内接待游客人数 + 0.09

4.2 测度方法

本文选用熵权法测度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

方法，能有效消除主观性，在测度方法上是合理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结果不易产

生偏差。具体步骤如下：

（1）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假设有 n 个样本，m个评价指标，Xij为矩阵中的

一个元素，min(xij）为第 j个指标中的最小值，max（xij）为第 j个指标中的最大

值，Zij为无量纲化处理后矩阵中的元素。其公式为：

当Xij为正向指标时：

当 X ij 为逆向指标时：

为了消除 0与负值的影响：

）3（                              ）0.0001（                                           XZ ijij 

（2）概率矩阵 P中各元素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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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

（4）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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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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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第 j项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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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价结果分析

测度结果如表 4.2 所示。总体来看，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持续

增长状态，发展趋势向好，均值为 0.316，相较于 1998 年，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

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分区域看，黄河流域上游均值为 0.270，中游均值为

0.325，下游均值为 0.392，中下游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流域平均水平，不同区

域发展差异较大；分省份看，位于黄河流域下游的山东省、河南省和位于上游的

四川省等三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而同样位于上游的青海省、甘肃省和宁

夏则较低，且多年处于九省区最低水平。黄河流域中游三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差异不大，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略高于山西省和内蒙古。黄河流域发展不

均衡问题突出，无论是上中下游之间，还是各省区之间，均存在较大差异。

表 4-2 1998-2021 年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时间 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内蒙古 四川 上游 中游 下游 全流域

1998 0.162 0.182 0.14 0.219 0.207 0.248 0.268 0.232 0.283 0.192 0.219 0.258 0.216

1999 0.152 0.198 0.146 0.245 0.228 0.254 0.278 0.234 0.279 0.194 0.236 0.266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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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1998-2021 年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时间 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内蒙古 四川 上游 中游 下游 全流域

2000 0.162 0.209 0.148 0.26 0.234 0.259 0.293 0.229 0.284 0.201 0.241 0.276 0.231

2001 0.178 0.214 0.148 0.27 0.24 0.259 0.298 0.227 0.296 0.209 0.246 0.279 0.237

2002 0.197 0.217 0.143 0.295 0.232 0.262 0.315 0.236 0.291 0.212 0.254 0.289 0.243

2003 0.212 0.22 0.149 0.281 0.218 0.253 0.315 0.251 0.291 0.218 0.25 0.284 0.243

2004 0.215 0.223 0.156 0.276 0.237 0.261 0.33 0.259 0.307 0.225 0.257 0.296 0.251

2005 0.215 0.238 0.154 0.288 0.238 0.265 0.334 0.276 0.313 0.23 0.267 0.3 0.258

2006 0.21 0.237 0.16 0.303 0.245 0.272 0.358 0.292 0.335 0.236 0.28 0.315 0.268

2007 0.206 0.242 0.186 0.314 0.274 0.29 0.376 0.31 0.348 0.245 0.299 0.333 0.283

2008 0.198 0.245 0.185 0.333 0.27 0.302 0.397 0.3 0.316 0.236 0.301 0.35 0.283

2009 0.201 0.27 0.205 0.373 0.309 0.391 0.481 0.314 0.4 0.269 0.332 0.436 0.327

2010 0.198 0.268 0.215 0.399 0.321 0.409 0.503 0.34 0.427 0.277 0.353 0.456 0.342

2011 0.184 0.261 0.198 0.41 0.317 0.429 0.517 0.324 0.45 0.273 0.35 0.473 0.343

2012 0.191 0.271 0.196 0.481 0.342 0.446 0.549 0.324 0.483 0.285 0.382 0.498 0.365

2013 0.178 0.265 0.199 0.444 0.303 0.408 0.444 0.328 0.441 0.271 0.358 0.426 0.334

2014 0.192 0.276 0.206 0.456 0.317 0.425 0.459 0.331 0.451 0.281 0.368 0.442 0.346

2015 0.195 0.285 0.216 0.465 0.325 0.415 0.469 0.327 0.469 0.291 0.372 0.442 0.352

2016 0.197 0.284 0.216 0.463 0.325 0.418 0.487 0.342 0.477 0.293 0.377 0.453 0.357

2017 0.214 0.342 0.237 0.467 0.326 0.434 0.534 0.343 0.484 0.319 0.379 0.484 0.376

2018 0.248 0.364 0.267 0.503 0.347 0.453 0.553 0.352 0.506 0.346 0.401 0.503 0.399

2019 0.278 0.396 0.3 0.527 0.364 0.472 0.557 0.362 0.521 0.374 0.418 0.515 0.42

2020 0.305 0.403 0.324 0.534 0.377 0.479 0.554 0.381 0.533 0.391 0.431 0.517 0.432

2021 0.325 0.416 0.341 0.545 0.383 0.491 0.559 0.386 0.555 0.409 0.438 0.525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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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1998-2021 年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时间 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内蒙

古

四川 上游 中游 下游 全流域

均值 0.209 0.272 0.202 0.381 0.291 0.358 0.426 0.304 0.398 0.27 0.325 0.392 0.316

数据来源：根据熵权法测算而得，本章下同

为加深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认识，图 4.1 和表 4.3 将进一步分

析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分维度指标指数评价结果。

从各分维度指标来看，人民生活指标指数均值最高，自 1998 年起至 2021

年止，黄河流域人民生活指标指数从 0.085 增长到 0.14，得益于乡村振兴战略

和全面小康战略的落地实施，居民间收入差距日益缩小，基本保障逐渐完善，防

洪安全发展态势良好；在此期间，经济增长指标指数虽有上升之势，但并不是直

线上升，而是具有一定阶段性与波动性，2010 年到 2014 年这四年间波动尤其明

显，这也导致了综合指标指数随之波动，充分表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受经

济增长因素影响；生态环境指标指数不断增长，绿色可持续发展成果较为显著，

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度增强；相较于其他三项分维度指标，

对外开放指标指数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度较小，平均值仅为 0.062，

黄河流域文化繁荣和对外开放水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除此之外，四个维度的指

标指数变化趋势不完全相同，对提升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也有所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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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998-2021黄河全流域各分项指标指数变化

表 4.3 1998-2021 年黄河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分项指标指数

时间 经济增长 生态环境 人民生活 对外开放

1998 0.062 0.041 0.085 0.028
1999 0.062 0.044 0.091 0.027
2000 0.064 0.044 0.094 0.029
2001 0.065 0.047 0.096 0.029
2002 0.065 0.043 0.098 0.037
2003 0.063 0.046 0.098 0.036
2004 0.066 0.048 0.094 0.043
2005 0.069 0.050 0.092 0.047
2006 0.071 0.055 0.090 0.051
2007 0.075 0.058 0.093 0.057
2008 0.084 0.062 0.087 0.050
2009 0.087 0.066 0.121 0.053
2010 0.093 0.068 0.122 0.060
2011 0.078 0.070 0.124 0.071
2012 0.084 0.072 0.128 0.080
2013 0.062 0.075 0.129 0.068
2014 0.063 0.077 0.135 0.071
2015 0.063 0.078 0.136 0.075
2016 0.057 0.080 0.138 0.081
2017 0.062 0.081 0.141 0.090
2018 0.081 0.081 0.143 0.094
2019 0.098 0.083 0.144 0.095
2020 0.106 0.084 0.143 0.100
2021 0.12 0.09 0.14 0.10
均值 0.075 0.064 0.115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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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税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5.1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5.1.1 模型构建

基于前四章的理论分析与现状分析，本章拟从定量角度检验税制结构、税收

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1  controlslnstr μδελββheco tiit110it
      

）（2    controlslntb μδελββheco tiit220it                   

上式中，i、t分别代表省份（i=1,2...9）和年份（t=1998,1999...2021）,

β0为常数项，β1和β2为解释变量的系数，λ为控制变量 c1,c2，c3的系数，解释

变量 lnstr、lntb 分别代表税制结构、税收负担，heco 为利用熵权法测算出来

的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指数，εit、δi、μt分别为随机扰动项、个

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5.1.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

指数（heco），具体参照表 4.2 测算结果。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根据2.2.1

对税制结构、税收负担概念以及分类的理解，同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将直接税

与间接税之比作为税制结构（lnstr）的代理变量。同时，为了深入探究税种结

构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用增值税（vat）、消费税（ct）、营业

税（et）、企业所得税（eit）和个人所得税（iit）占比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综合指标指数进行回归；将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作为税收负担（lntb）

的代理变量。

假设 1：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助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间接税比重

将抑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假设 2：提高税收负担会阻碍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税收负担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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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控制变量。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除了税收政策

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本地市场成熟度、经济发展基础、地区资本变动的影响，

本文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社会消费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全社会居民消

费支出总额/GDP；货运量；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GDP。

表 5.1 变量说明

类别 变量 名称 含义 预期假设

被解释变量 heco 经济高质量发展
使用熵权法测算的黄河流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指数

核心解释变量

str 税制结构 直接税/间接税 +
tb 税收负担 税收收入/GDP -
vat 增值税占比 增值税/税收收入 +
ct 消费税占比 消费税/税收收入 -
et 营业税占比 营业税/税收收入 -
eit 企业所得税占比 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 -
iit 个人所得税占比 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 +

控制变量

c1 社会消费水平 全社会居民消费支出总额/GDP +
c2 货运量 货运量 +
c3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GDP -

5.1.3 数据说明

本章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采

用插值法补齐，原始数据不再罗列，为保证数据稳健性，对部分数据取对数处理。

选取 1998-2021 年数据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我国在 1994 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

改革前后税制结构差异较大；其次，重庆和四川自 1997 年开始税收分离，为保

证数据准确和处理方便，故从 1998 年开始；最后，1998 年至今我国进行了多次

税收改革，选用此间数据可以考察税收政策变动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表 5.2 为本章变量的主要统计特征数据：

表 5.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高质量发展 heco 216 0.316 0.108 0.140 0.559
税制结构 str 216 0.258 0.091 0.110 0.550
税收负担 tb 216 0.067 0.012 0.041 0.120
增值税 vat 216 0.253 0.100 0.100 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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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消费税 ct 216 0.108 0.120 0.000 0.750
营业税 et 216 0.248 0.142 0.000 0.450

变量名称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所得税 eit 216 0.127 0.037 0.040 0.310
个人所得税 iit 216 0.047 0.015 0.020 0.130

社会消费水平 c1 216 0.347 0.061 0.230 0.500
货运量 c2 216 11.08 1.117 8.310 12.78

金融发展水平 c3 216 2.717 0.802 1.270 4.930

5.2 实证分析

5.2.1 基准回归结果

依照5.1.1设定的计量模型，首先使用STATA17.0统计软件对模型做Hausman

检验，选出符合理论的模型，之后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各变量 vif 值均小于

10，表明模型设置合理。以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逐步加入控制

变量进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表 5.3 列示了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

表 5.3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税制结构 0.201*** 0.187*** 0.217*** 0.181***

str (0.036) (0.040) (0.052) (0.033)

税收负担 -0.415** -0.418** -0.305** -0.287***

tb (0.175) (0.162) (0.091) (0.076)

社会消费 0.226 0.250** 0.320*** 0.313** 0.395*** 0.398***

c1 (0.123) (0.105) (0.094) (0.094) (0.082) (0.084)

金融发展 -0.121** -0.081 -0.107** -0.068

c2 (0.044) (0.049) (0.038)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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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货运量 0.130*** 0.149***

c3 (0.022) (0.029)

常数项 -1.371*** -2.724*** -1.164*** -2.491*** -0.756*** -1.918*** -2.075*** -3.332***

(0.040) (0.488) (0.133) (0.441) (0.181) (0.209) (0.176) (0.401)

观测值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模型设定 Fe Fe Fe Fe Fe Fe Fe Fe

R2 0.878 0.884 0.887 0.895 0.910 0.904 0.921 0.919

注：***、**、*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1%、5%、10%检验，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值。下同

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八个模型估计效果较好，各解释变量变化与预期一致。

模型 1、模型 3、模型 5和模型 7的回归结果表明，税制结构的代理变量符

号显著为正，即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配比关系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

积极地影响，相对于间接税而言，直接税比重越高，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 1。究其缘由，一方面，直接税比重上

升有利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有助于黄河流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

面，直接税通过影响企业和个人的增量财富和存量财富，进而影响收入结构、产

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经济稳定、结构优化、社会公平和效率提升，黄河

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应提高。

模型 2、模型 4、模型 6和模型 8的回归结果表明，税收负担与黄河流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税收负担加重显著抑制了黄河流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假设 2得以验证。其主要原因是：加重税收负担后，减少了私人部门

投资行为，降低了消费者可支配收入，抑制了经济总产出，从而对黄河流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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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再者税收负担过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劳动力水平、

增加投资机会成本、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

向影响。

社会消费水平越高，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消费是产生一切经

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民

消费率高，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增强，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货运量越大，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越明显。货运量直接反映当地经

济的景气情况，是经济增长的“晴雨表”，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力

的支撑作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低。黄河流域

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逐年增加，实体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度降低，

出现金融膨胀现象，过度金融膨胀导致经济系统中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抑制了黄

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2.2 内生性检验

影响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众多，基准回归模型中虽已加入社会消

费水平、货运量、金融发展水平等主要控制变量，但仍有内生性问题存在的可能

性，从而对结论产生干扰。为解决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税制结构、税收负

担互为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将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代理变量滞后一期，用

滞后项重新进行逐步回归。从表 5.4 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

8个回归模型拟合优度均大于 85%，说明上述计量模型的建立适当。模型 1、模

型 3、模型 5和模型 7，税制结构代理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模型 2、模型 4、模

型 6和模型 8税收负担代理变量的符号都显著为负，总体回归结果稳健且可靠。

表 5.4 内生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税制结构 0.193*** 0.174*** 0.183** 0.155***

str (0.035) (0.032) (0.059) (0.044)

税收负担 -0.386* -0.385* -0.248*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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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 内生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tb (0.207) (0.181) (0.120) (0.088)

社会消费 0.274* 0.298** 0.335** 0.345*** 0.443*** 0.456***

c1 (0.139) (0.113) (0.108) (0.100) (0.088) (0.091)

金融发展 -0.113* -0.084 -0.096** -0.071

c2 (0.050) (0.050) (0.041) (0.043)

货运量 0.150*** 0.157***

c3 (0.021) (0.031)

常数项 -1.341*** -2.607*** -1.082*** -2.302*** -0.743*** -1.671*** -2.242*** -3.076***

(0.036) (0.584) (0.148) (0.500) (0.182) (0.324) (0.160) (0.294)

观测值 207 207 207 207 207 207 207 207

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模型设定 Fe Fe Fe Fe Fe Fe Fe Fe

R2 0.868 0.871 0.880 0.885 0.900 0.894 0.915 0.911

5.2.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回归模型的稳定性，

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将税制结构指标替换为间接税占比，即间接税/

税收收入，税收负担指标替换为中观税收负担，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表

5.5 为替换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间接税比重降低将显著

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负担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表 5.3 回归

结果一致，可见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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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税制结构 -0.166** -0.125* -0.142* -0.123***

str (0.054) (0.057) (0.063) (0.033) -0.010*

税收负担 -0.347** -0.303*** -0.197** (0.006)

tb (0.117) (0.082) (0.084)

社会消费 0.204 0.210* 0.289** 0.299** 0.378*** 0.385***

c1 (0.129) (0.102) (0.103) (0.095) (0.094) (0.086)

金融发展 -0.114* -0.096 -0.100* -0.089*

c2 (0.054) (0.057) (0.046) (0.047)

货运量 0.147*** 0.144***

c3 (0.021) (0.021)

常数项 -1.609*** -0.765** -1.398*** -0.660** -1.048*** -0.588** -2.488*** -2.333***

(0.034) (0.286) (0.157) (0.279) (0.224) (0.214) (0.170) (0.218)

观测值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模型设定 Fe Fe Fe Fe Fe Fe Fe Fe

R2 0.874 0.878 0.880 0.885 0.901 0.899 0.915 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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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地区异质性分析

表 5.6 分别对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表中模

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显示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的回归系数为 0.072、0.226 和

0.048 且显著，这说明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税制结构均会促进其高质量

发展，即提高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直接税比重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表中模型 4、模型 5、模型 6列示了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税收负担加重对黄河流域上游和下游经济

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对下游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主要是由

于区位优势和历史因素，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宏观税负与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各项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完善。增加下游地区税收负担能将

所筹集的税收资金投入到更高品质的公共设施建设上，其发展也相对更为迅速。

表 5.6 地区异质性分析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税制结构 0.072** 0.226*** 0.048**

str (0.016) (0.035) (0.009)

税收负担 -0.600*** -0.359** 0.189*

tb (0.160) (0.072) (0.110)

社会消费 0.631 0.049 0.237 0.426** 0.077 0.472***

c1 (0.242) (0.109) (0.105) (0.212) (0.068) (0.081)

金融发展 0.128 0.239* 0.207*** 0.092* 0.202 0.294***

c2 (0.049) (0.101) (0.017) (0.051) (0.137) (0.057)

货运量 -0.150 -0.006 -0.038 -0.054 -0.035 -0.232***

c3 (0.068) (0.023) (0.017) (0.099) (0.040) (0.021)

常数项 -1.908* -3.646** -3.336*** -3.745*** -4.546**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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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地区异质性分析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0.599) (1.078) (0.191) (1.253) (1.313) (0.503)

观测值 72 73 71 72 73 71

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模型设定 Fe Fe Fe Fe Fe Fe

R2 0.917 0.933 0.984 0.947 0.923 0.979

5.3 对税制结构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验证主要税种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部分对我国五大主

要税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7 所示。

表 5.7 分税种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增值税 0.851**

vat (0.354)

消费税 -0.271***

ct (0.060)

营业税 -0.445**

et (0.151)

企业所得税 -0.083

eit (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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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 分税种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个人所得税 0.052*

iit (0.028)

社会消费 0.451*** 0.383*** 0.431*** 0.416*** 0.428***

c1 (0.072) (0.090) (0.092) (0.086) (0.055)

金融发展 -0.095** -0.107** -0.093 -0.096* -0.098***

c2 (0.037) (0.040) (0.050) (0.050) (0.017)

货运量 0.115*** 0.123*** 0.145*** 0.153*** 0.148***

c3 (0.022) (0.028) (0.021) (0.022) (0.027)

常数项 -2.252*** -2.152*** -2.273*** -2.480*** -2.256***

(0.249) (0.204) (0.200) (0.262) (0.299)

观测值 216 216 216 216 216

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模型设定 Fe Fe Fe Fe Fe

R2 0.922 0.917 0.916 0.911 0.909

模型 1、模型 2和模型 3进一步分析了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对黄河流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值税比重的增大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营业税和消费税比重增加显著抑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也说明，

“营改增”全面开展完善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优化了营

商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低税负条件，从而提升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消费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作用显示，当前消费税制度与黄河

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完全相适应，其筹集财政资金、引导消费升级和促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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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功能作用无法充分发挥；模型 4和模型 5验证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明提高企业所得税比重会降低黄河流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企业所得税负担加重，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盈

利水平，影响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但这一消极效应未通过 t检验，表明企业所

得税负向效应较轻；个人所得税在 10%显著性水平下，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产生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能够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进而提

高个人所得税比重会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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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基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黄河流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选取 1998-2021 年黄河流域九省区面板数据，利用熵权

法测算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税收负担、

税制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识别税收政策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

系，之后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检验模型稳定性，最后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替代税制结构指标，考察主要税种对黄河流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6.1.1 直接税比重提高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直接税比重将会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即以直接税为主的

税制结构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可以通过优化税制结

构，提升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提高直接税比重

对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未产生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分税

种来看，增值税比重上升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但是

显著性不是很强，为了充分发挥增值税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国

家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尽快落实增值税立法；消费税比重上升抑制了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税作为中央税，与地方政府关联性较弱，弱化了

消费税的调控功能，因此将消费税征税环节下划至地方，会激励地方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形成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营业税比重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证明了“营改增”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企业所得税

占比越高，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低，但回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是因为企业所得税征税范围的广泛性，导致经营者税收负担加重，资金流动困

难，影响企业的投资和技术创新，积极落实企业所得税制度，发挥其对市场经营

主体的调控职能，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个人所得税比重提升将对黄河流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在后续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过程中应继续发挥其

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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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税收负担加重显著抑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税收负担加重将会显著抑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较重的税收负担阻碍

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一方面，高额税收负担使税基受到侵蚀，影响

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经济基础不稳，后劲不足，成为制约黄河流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过高的宏观税负扭曲了民营经济的资源配置，增加

了生产经营成本，导致投资收益降低，挫伤了企业投资积极性，最终阻碍了黄河

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宏观税收负担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上游、中游、下游税负承受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同时，

与上游和中游不同，提高下游地区宏观税负明显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6.2 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十四

五”规划，提出如下建议。

6.2.1 优化税制结构，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

总体来看，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利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作为直接税

的企业所得税比重上升又会抑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一方面要建立

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另一方面又要降低企业所得税比重，提高个人所得税

比重。具体做法是缩小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差距，如将综合收入的最高边

际税率从 45%降低到 35%，防范纳税人通过变换所得类型逃避纳税，提高纳税人

税收遵从度。另外，降低间接税比重有助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营改增”

后我国主要的间接税税种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从而应主要降低这二者占税收收入

的比重，如适当后移消费税征税环节，减少生产和消费环节税收，增加分配和积

累环节税收，而增值税税率仍然有简并空间，应尽快推进增值税简并税率改革，

为进一步扩大直接税比重腾出改革空间，构建更适合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税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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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完善绿色税收体系建设，实现绿色发展

在绿色发展方面，我国建立了以环境保护税为主，资源税、消费税、企业所

得税为辅的绿色税制体系。为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大环境保护的税收支持力度：首先，调整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优化税率、

税收优惠和征管模式；其次，推进资源税改革，将森林、牧场、湿地、旅游资源

纳入资源税范围；再次，消费税改革试点再提速，征管环节适当后移，调整税率

和征税范围。具体而言，不仅要改革消费税征税范围，逐步将电池、涂料等不影

响生态保护的产品移出征税范围，还需适当提高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消费税税

率，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最后，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建议国家

参照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制定鼓励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对黄河流域各省份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实施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促

进黄河流域各省区产业发展，引导黄河流域要素公平合理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合

理布局，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6.2.3 坚持税收中性原则，降低税收对市场的干扰

黄河流域上游宏观税负率高于中下游地区的原因之一是该区域以第三产业

为主，并且该产业中大量行业存在营业税重复征税制度，这类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事实上，从 2009 年增值税改革到 2012 年“营改增”试点，直至 2016 年全面“营

改增”可以发现，黄河流域宏观税负逐步下降，税收逐渐趋于中性。从长远看，

为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在协调区域差异的基础上，继续落实税收中

性原则。中性税制可以缩小地区差异，降低税收对市场的扭曲程度，为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调整各地区税制结构，降低所得税累退效应，基本做

到量能课税，适当增加经济发达地区税负，合理减轻经济欠发达地区税负。

6.2.4 提高税收资金使用效率，确保税收支出精准性

税收负担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效率损

失，即国家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占用，给纳税人造成经济负担，对消费、储蓄、

投资等行为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导致经济损失。换一个角度看，税收是政府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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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主要来源，政府利用税收收入为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社会福利以及维护

国家安全等，为纳税人带来了收益。要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要发

挥好“有形的手”，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相匹配，将财政支出用在刀刃上。黄河

上游地区宏观税收负担水平较高，已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这意

味着征税的经济效率损失大于带来的收益，虽然政府税收收入较多，使用效率却

不高，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改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社会民生问题。黄河流域

中下游地区宏观税负相对较低，说明政府可支配收入较低，应合理使用资金，如

将税收收入用于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环境，降低投资机会成本，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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