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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数字经济

背景下，我国增值税税收转移与背离问题愈加显著，由此加大地区间税收竞争，

引发区域发展不均衡程度的不断加深。因此，在我国全面迈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的新时期，解决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存在的问题是未来税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明确相关定义、梳理相关理论和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阐述

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的影响机制，即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产品

增值，提高供需匹配度，进而影响增值税地区间分配格局；同时，增值税征收和

分配的生产地原则本身导致的税收归属地和税负归宿地不一致是引起增值税税

收与税源背离的内在机制，而数字交易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减少交易中间

环节、降低跨地区交易成本等因素导致数字经济时代跨地区交易规模扩大，加剧

了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

其次，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增值税收入分配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后发现：

近年来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升，但其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较

为明显；增值税在地区间的横向分配格局基本趋于稳定，但绝大部分省份都存在

比较严重的税收与税源背离的情况，东部地区是增值税净流入区域，中部和西部

地区是增值税净流出区域。

再次，在前文基础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构建回归模型，选取我国 30个

省市 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的影

响以及数字经济对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使得该地区增值税分配的份额提高；分东、中、西部三

大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仍然会显著提升本区域内各省份增值税分

配的份额；数字经济下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会显著影响增值税横向分配。该

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相符合，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会对增值税地区间的横

向分配产生的影响。

最后，对前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梳理，同时提出政策建议：逐步推行增值

税分配消费地原则，提升数字经济规范化管理、设计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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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增值税；横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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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tremendou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China's economy,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many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problem of

value-added tax transfer and devi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has increased reg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led to a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Therefore, as

China enters a new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value-added tax among

region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future tax system reform.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relevant definitions, sorting out relevant

theories, and drawing on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value-added tax among regions in China. That is,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product value-added, improve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and thus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value-added

tax among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ax

attribution and tax burden attribution caused by the principle of

production location in the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value-added tax

itself is the inherent mechanism that causes the devia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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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added tax revenue and tax sources. However, factors such as digital

trading platforms breaking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s, reducing

transaction intermediaries, and reducing cross regional transaction costs

have led to the expansion of cross regional transaction scal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exacerbating the deviation between value-added tax

revenue and tax sources.

Secondly, after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added tax

income, it was found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is more obvious;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value-added tax among regions has

basically stabilized,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provinces have serious tax

revenue and tax source deviations.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net inflow

area of value-added tax,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the net

outflow areas of value-added tax.

Thirdl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search

assumptions, builds a regression model, selects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2021,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share of value-added tax

and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deviation between value-added

tax revenue and tax sourc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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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n a region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value-added tax distribution in that

region; Looking at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of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st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hare of value-added tax distribution among

provinces in this region; The deviation between value-added tax revenue

and tax sourc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value-added tax. This conclus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indicating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value-added tax among regions.

Finally, a summary and summary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are presented, along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gradually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ng value-added tax to consumption

areas, enhance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esign a scientifically reasonable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Keywords：Digital Economy ;Value-Added Tax ;Horizontal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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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新引擎，对各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产生深远影

响。它是将数据资源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依托现代信息网络通信技术，并以此有

效推动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根本变革的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在当前全球经济下

行、地缘冲突持续的大环境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依然展现出强劲动力，数字经

济发展规模不断加大。因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我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日益

增强。《“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强调了数字经济在国

家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地位。数字经济不仅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也

是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

机遇、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

告，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 50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其对国

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占比高达 41.5%，增速高于同期 GDP增速近 5个百分点，成

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加稳固，其重要支柱的

地位日益凸显。

然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创造新的增长点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给我国

的税收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变革。自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各地

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差异，致使我国地区间的税收横

向分配长期以来都存在不合理之处，由此产生了诸如地区税负差异过大、税收转

移、财力失衡等负外部效应，从而制约了我国区域均衡发展。增值税作为我国收

入排名第一的大税种，在税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增值税收入地区间横

向分配问题自然成为税收领域长期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话题。而数字经济的特点使

得经济交易更加去中心化、去实体化，企业间的跨区域交易日益普遍，对我国增

值税基于生产地原则的地区间横向分配机制提出新的挑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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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的数据，2021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总量为 42.3万亿元。其中，网络零

售交易额达到 13.09万亿元，但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布极为不均衡。如图 1.1所示，

东部地区占比达到 84.46%，剩余部分由中、西及东北地区共享，呈现出明显的

“销售极化”特征。与此同时，居民网络消费支出在全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分别为 50.3%、22.3%、22.4%和 6.2%①
，这说明数字经济的销售与消费分布存在

比较严重的错位。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增值税跨地区转移和背离，

致使我国增值税收入地区间横向分配不均衡更加突出。

图 1.1 2021 年分区域网络零售额占比及居民消费支出占比

1.1.2研究意义

数字经济是未来引领我国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同时也为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增值税地区

间横向分配不均衡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税收在地区间的公平合理分配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数字经济活动

跨地区交易的频繁、生产和销售分布格局的不均衡等典型特征，给当前我国按属

地原则征收和分配增值税带来巨大挑战，不仅造成增值税收入在机构所在地和消

费地之间的错配，而且导致税收与税源背离程度的加剧，进而引起税收收入在省

际间横向分配的失衡，这是我国当前税收分配体系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

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影响，一方面能在理论层面补充现有

①
假定网络消费结构与总消费结构一致，各区域居民网络消费支出占比为各区域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常

住人口乘积占全国人均消费支出与常住人口乘积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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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缺失与不足，丰富税收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拓宽数字经济区域间税收治理

的研究视角、丰富增值税制度的研究层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聚焦于数

字经济对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影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在实践层面也能为政府制

定更加精准、灵活的税收政策提供科学支撑，促进我国税收体系的适应性和发展，，

同时也有望推动数字经济与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进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贡献。

1.2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数字经济定义及其规模测度

（1）数字经济定义

当前，数字经济被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和重视，但因其形成时间短、发展速度

快、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等特点，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通用统一的定义。

最先提出“数字经济”这个概念的是 Tapscott D（1996），他将数字经济定义为

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产品、服务、交流和交

易的兴起所带来的新的经济形态。此后，很多专家学者与国际组织都对数字经济

作了概念界定并展开一系列的研究。如 2016年 G20杭州峰会从生产要素、使用

载体与效率表现出发，明确了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强调了 ICT 技术对数字经

济的支撑作用，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认可度较高的概念描述。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

提出数字经济活动的基础是数字化技术，让数字化平台发挥中介作用，以数字化

赋权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2020）

在 G20 峰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数字经济是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快速

融合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2）数字经济规模测度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以及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转

变的同时，其规模测度难题却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和统计机构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有关数字经济的测度问题，国内外研究大多从结合 GDP核算、测算增加值以及

编制相关指数三个方向着手。

在结合 GDP核算方法研究方面，从国际上看，OECD（1996，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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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在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依次提出不同的结合 GDP核算的数字经济测

算框架。Ahmad和 Schreye（2016）认为，从数字经济的定义来看，国内生产总

值的核算体系中已经包含了数字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增加值。在国内，续继和唐

琦（2019）总结了数字经济核算难点以及对物价指数核算的挑战，并梳理国外数

字经济核算改进相关文献，提出了未来我国数字经济核算研究的可能路径 。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新引擎作用的凸显，有关数字经济增加值

测度的研究在国内外大量涌现。国际上沿用较多的是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

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BEA（2019）在界定数字经济定义和具体范围的基础

上，利用供给-使用表对相关行业的总产出规模、价值增值等进行详细测算，其

测算结果较为准确，也有一定的可比性。Barefoot 等（2019）将 BEA的测算的

方法总结为三个步骤，即定义、确认和估算。从国内来看，康铁祥（2008）先测

算了数字产业部门的增加值，然后又估算了数字辅助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最后将

二者相加大致估算出数字经济总的增加值规模。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结合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与各类工具系数，从数字赋权基础设施等四个方面入手，测算出

数字经济的总产出与增加值。蔡跃洲和牛新星（2021）从数字经济的两大部分即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入手，测算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并分析其

结构特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分出数据价值化以及

数字治理，并从这四个方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更加精细化测算。总体来

看，由于测算范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及测算方法的差异性，致使数字经济增

加值的测算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别。

在相关指数编制方面，许多国际组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规

模和变化趋势进行衡量。如欧盟统计局（2017）编制的 DESI指数，即经济与社

会指数，可以反映各个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与进程。从国内来看，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构建的数字经济指数（DEI）可以对我国数字经济的

整体发展趋势进行观测和反映。腾讯研究院（2019）编制的数字经济指数，综合

了数字业务、政务、生活以及文化各个方面。黄群慧（2019）采用互联网普及率

等四个指标从城市层面测度了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情况。赵涛等（2020）在此

基础上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指标作为一项新的指标加入到指标测算体系，通过主

成分分析法测算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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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国内外有关数字经济定义及规模测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但不管是数字经济范围和测算方法都暂未达成一致，测算结果也存在一定差

异，亟需后续研究继续补充完善。

1.2.2税收划分及其增值税横向分配

（1）税收划分相关研究

税收划分是指税收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税收利益的分配，既包括分税制下税

收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分配，也包括经过纵向分配后各地方政府按

税源贡献度和财政支出规模确定的横向税收分配（王蓓和计金标，2013）。关于

税收归属权问题，Musgrave（1980）提出的税收划分理论认为地区间税基分布不

均衡、征税对象流动性较强的税种应该由中央政府进行征收。Shah Anwar（1994）

提出增值税更适合由联邦政府负责制度制定和征管，因为其征税范围，中央政府

对其进行宏观调控更有效，是潜在的经济稳定工具。在国内，王蓓和计金标（2013）

认为税收按照“税负原则”在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承担税

收负担越多，相应获得的税收收益就越多。

（2）增值税横向分配问题

关于增值税在政府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国外学者虽更多关注国际贸易环节以

及央地两级政府的增值税分配问题，但也不乏对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增值税

分配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研究发现，由于地区的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Bird

和 Gendron（1998）基于加拿大的增值税实践经验，认为在联邦征收增值税后，

各地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消费地原则再征收一道增值税，这在征管和国际贸易中都

是可行的。Blochliger（2009）发现德国增值税在各州之间进行了两次分配，先

以居民人口为依据进行收入划分，再基于平衡各州的财力水平的目的进行第二次

分配。Petzold（2009）的研究指出西班牙增值税实际上是按照消费水平的高低来

进行收入划分的，并不考虑各地的实际征收额。Bird.R.M（2010、2013）对比研

究后认为要实现增值税分配在地区间的均衡可以考虑实行“分散型”增值税，例

如加拿大、印度、巴西等国家实行的都是“分散型”的增值税。

我国的增值税分享政策更侧重于对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纵向分享比例

的调整，有关增值税在地区间横向分配的相关规定略显缺失，增值税横向分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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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问题一直存在。最早关注到企业跨区域生产经营会导致增值税横向收入分配失

衡问题的是黄梅县财政局调查组。之后很多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谢贞发和

李梦佳（2012）指出增值税横向分配生产地原则会引起增值税收入的逆向流动和

收入分享的不公。郭静和崔志文（2015）测算后发现我国东部发达省份是增值税

收益地，而中部落后地区是增值税损失地，且这种不均衡的趋势日益扩大。唐明

和熊蓓珍（2017）指出当前我国的增值税横向分配制度严重加剧了增值税收入与

税源背离的程度，不利于兼顾各区域利益关系，还会导致税收逆向分配的风险加

大。另外，黄夏岚和刘怡（2012）、高凤勤和刘金东（2018）、杜莉和郑毓文（2019）

等人分别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各省的省外销项税额与省外进项税额的比

值以及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等不同指标和方法测算了我国地区间增值税横向转移

的程度。

（3）增值税横向分配优化方案

在国际贸易中，按照商品、服务或劳务的消费所在地所创造价值的多少来进

行税收利益的划分是最常用的方式，同时不少征收增值税的国家在内部不同地区

间的收入划分也常采用这种方式。Keen和 Smith（2000）对增值税在欧盟各成员

国进行分配的设计方案中所提出的可行整合型分配方案指出可以按照生产地原

则进行征收管理，但在税收利益的分配环节要采用消费地原则。McLure（2000）

提出优化的补偿性增值税方案实际上仍然是按照消费地原则进行增值税分配的

做法。Keen和 Hellerstein（2010）指出虽然在理论上来看生产地原则和消费地原

则各有利弊，但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来看，消费地原则更易被接受和采用。

在我国，增值税地区间按“生产地原则”的横向分配机制存在很大问题已经

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其改革方向是实行消费地原则或综合考虑消费、人口、产

业差别、地方财力等因素（黄夏岚和刘怡，2012；刘怡和杨帆，2014；吕冰洋等，

2015；李青和吴珊，2017；李建军和刘元生，2018；张克中等，2021）。此外，

一些学者提出将增值税直接划为中央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增值税在地区间横向

分配不均的问题，如谢贞发和李梦佳（2012）基于对增值税两种分配原则的比较

分析，建议短期内依然按照生产地原则进行增值税横向分配，但要通过转移支付

最大程度地矫正这种分配方式所带来的财力不均问题；在长期，可以考虑将增值

税作为中央税，但前提是合理确定地方主体税种以解决地方财力不足困境。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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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认为可以将增值税划为中央独享税，并且借鉴德国或西班牙的模式通过

地方政府进行税收返还来缩小财力差距。龚振中和孙文峰（2017）对不同国家和

地区消费地增值税比较分析后，认为长期来看增值税更适合划拨给中央政府，建

议可以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并开征零售税的手段和措施来弥补地方财力。

1.2.3数字经济与增值税横向分配

（1）数字经济税收问题

有关数字经济税收问题，国外学者大多更关注开征数字税、双支柱方案以及

防止税基侵蚀等方面。European Parliament（2018）指出在当前的税法体系下数

字经济相关行业和企业的税负远低于传统企业，显然有违税收的公平性原则。

Andersson（2018）认为发展中国家所能分配到的税收利益与其创造的巨大的数

据价值存在明显的不匹配性。OECD（2020）为应对数字经济挑战所提出“双支

柱”方案就是为了有效解决大型跨国企业的利润分配、转移和税收驻底竞争问题，

但目前该方案的可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还需要根据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蔡昌和赵艳艳（2019）具体分析了新兴产业税收规

范、常设机构判定、数据价值认定等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与我国现行税制不

适应性。高金平（2020）认为应从税收制度、税收征管体系等方面入手提前应对

数字经济给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带来的挑战。王雍君（2020）指出国际税收问题、

国内税收制度和政府间税收划分侵蚀性影响的诱发因素是数字经济特征的滥用

和不适应。

（2）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地区间增值税横向分配具有重大影响，国内学者

对此的研究大多从数字经济特性入手分析数字经济对增值税横向分配失衡的作

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刘怡等（2019）提出我国电子商务“销售极化、消费均化”

的特征使得增值税收入主要由销售地政府获取，而损害了消费地的利益。肖荣美

等（2021）认为数字经济供需主体跨城乡和跨区域错位分布形成的跨区域数字交

易活动会对经济落后地区造成税基侵蚀，引起我国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税收分

配的不均衡。艾华等（2021）研究后认为数字经济的虚拟性、跨地区经营以及数

字业务对无形资产的高度依赖等特征决定了其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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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区域间税收的“马太效应”。樊勇和邵琪（2021）提出数

字经济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使得我国区域间增值税分

配矛盾凸显。李建军等（2022）认为数字经济呈现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去实

体化特征会加剧增值税在区域间的转移和背离。

除了定性研究，诸多学者也利用实证方法定量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值税

横向分配的影响。例如，刘杰和王胜华（2023）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后发

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提升地区增值税的分配份额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说明

了增值税地区间转移是影响增值税地区分配的重要中介机制。高小萍（2023）通

过实证模型检验后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增值税税收收入显著正相关，但同时数

字经济发展也会使税收流入地的税收与税源背离加剧。

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增值税横向分配失衡问题，有些学者建议在电子商务领

域可以考虑将增值税的征税环节后移至消费环节，以此来缓解地区间税收失衡问

题（谢泼峰，2014；倪红日，2016）。王宝顺和徐绮爽（2021）也建议可以在数

字服务行业按照消费地原则进行进行征税。

1.2.4国内外文献评述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分析了增值税横向分配问

题成因、提出了优化方案，并且研究了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各种税收问题。前两个

方面的研究开始的较早，研究的也更为全面，而数字经济对增值税横向分配的研

究最近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征管和国际

税收规则上，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区域之间的税收分配问题，

但这方面的文献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对数字经济的效应探讨，但利

用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的影响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

因此，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此，力图拓宽该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1.3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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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方

面阐述了本研究所具有的价值；其次，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别从

数字经济定义及其规模、税收划分及增值税横向分配、数字经济与增值税横向分

配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总结了国外研究现状，为本文提供参考的同时总结了现有文

献可能存在的不足；再次，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总结主要内容；最后，

概括总结本文的创新点以及及存在的不足。

第二章：数字经济对增值税横向分配的理论分析。首先对数字经济定义及其

特征、增值税横向分配定义及分配原则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和阐述，接着介绍

了本文所涉及到的理论基础，分别是财政分权理论、税收竞争理论和税收公平理

论。最后以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为出发点，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我国增值税

横向分配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增值税收入分配现状。在数字经济方面，首先

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等发展现状，并利用相

关机构测算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德阳指数）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作整体分

析。其次，采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份数字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在增值

税收入分配方面，从我国各地区增值税实际分配份额和税收与税源的背离情况两

方面入手，测算相关指标，系统分析了我国增值税横向分配的现状。

第四章：数字经济对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实证分析。基于第二章的理论分析提

出两个假设。首先，利用 2011-2021年全国 30个省市（除港澳台和西藏自治区）

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能否增加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

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进而影

响地区间横向分配的作用机制。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验证假设，得出结论：数字经

济可以增加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且数字经济下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是造成

增值税横向分配问题的内在机制。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对前文研究结论作进一步的阐述与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逐步推行增值税分配消费地原则、提升数字经济规范化管理

以及设计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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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来把握数字经济以及增值税横向分配相

关研究的理论发展和研究现状，明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假设，并为后续的实证

研究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以及增值税分配的相关研究成

果，合理评估本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更好理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同时，梳理学者们在该研究领域中采用的研究

方法，为本文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

（2）实证研究法

本文利用2011-2021年数字经济相关数据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标

体系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利用 2017-2021年增值税相关数据

测算增值税分配份额以及背离额与背离程度，分析我国增值税横向分配现状。另

外通过回归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分配份额和背离度的影响，为本文观点的成

立提供依据。

1.4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1.4.1 论文的创新

（1）研究视角的创新

区别于现有文献聚焦于电子商务对地区间分享的影响、数字经济税收治理、

数字经济对税制及征管的影响，本文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以及地区间增值

税分配格局，聚焦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增值税横向分配问题，探讨数字经济对增

值税地区分配份额以及税收与税源背离的影响，为数字经济税收问题以及区域间

税收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2）研究方法的创新

当前关于增值税横向分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指出当前增值税分配制度所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优化的建议或措施。即使在数字经济视角下，也多从数字经

济的特点出发分析其对税收分配的影响因素。区别与现有研究大多采取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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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增值税省际分配份额

以及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额和背离度，构建面板数据固定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能更加直观准确地说明数字经济对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影响效应。

1.4.2论文的不足

虽然本论文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如数据可得性、

数据质量等原因可能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只能选择尽可能合理且能收集到数据的

指标完成论文的实证部分。此外，由于难以获得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指标相关数

据，本文在数字经济以及增值税分配测度和分析过程中都没有包含西藏自治区，

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围缺失。另外，由于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和全面性存在不足，本

文的实证分析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研究缺乏一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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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经济影响增值税横向分配的理论分析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数字经济定义及其特征

（1）数字经济的定义

数字经济是依托数字技术的升级和发展而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出现

的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关于数字经济的具体定义，国内外不少权威机构和组织

都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括和阐述，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定论。2016年 G20

杭州峰会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从生产要素、使用载体与效率表现出

发，指出数字经济是将数字化知识与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将信息通信技术有

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与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

明确了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强调了 ICT 技术对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是目前

全球范围内认可度较高的概念描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及《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等文件及报告中均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做了进一步

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是很多

机构和学者普遍采用的划分方式。所谓数字产业化，是由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

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业构成，这些行业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

行业，构筑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可以实现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的落地。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融合与应用，会催生智

慧农业、工业智能化、汽车智能化、平台经济等数字经济下的新模式、新业态的

出现，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强劲驱动力的来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经济的内涵也在动态发展中不

断丰富完善。本文综合上述定义对数字经济做以下界定并以此为本文研究的基础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和主要驱动力，包括

数字化生产、流通、消费和管理等各环节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2）数字经济的特征

数字经济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首先是数据

经济，数据是数字经济的第一要素，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数据的增加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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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用数据资本代替实体资本，通过数

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实现价值创造，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二是跨区域即时交易。

数字经济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最大程度地突破传统经济交易中时间与空

间的限制。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使得交易活动由线下转移到线上，企业能够

以更低的成本实现跨区域即时交易，从而拓展市场。三是产业更加融合。基于互

联网发展，数字经济导致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传统产业边界逐渐模糊。例如，

技术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以及数字平台对各行业的渗透，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

合作方式。这种融合使得企业能够更灵活地跨越原本划分的产业界限，提供更多

元化的服务和产品。四是共享性与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在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下，

鼓励数字知识、信息等资源在不同主体间的共享。这种共享性带来了边际效应递

增的优势，即随着信息和知识的分享，其价值和效益不断增加，为参与者带来更

多的收益和利益。

2.1.2增值税横向分配定义及分配原则

（1）增值税横向分配

税收分配是指税收收入在经济体系中的分配方式和结果。它可以涉及税收从

不同来源和个体处征收后在社会中的再分配，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不同

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情况。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税收需要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级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它们又分别称为税收的纵向分

配和横向分配。本文所涉及的增值税横向分配指的就是我国国内增值税收入在地

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机制。

（2）增值税横向分配原则

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原则有“生产地原则”和“消费地原则”两大类。其中，

生产地原则（Origin Principle）是指将增值税收入归属于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地。

按照生产地原则，无论商品或服务最终销售到何处，税收都是在其生产地征收的。

这种原则着重强调税收归属于产生价值的地区，而不考虑最终消费地的因素。相

对于生产地原则，消费地原则（Destination Principle）将增值税收入归属于商品

或服务的最终消费地，即无论商品在何处生产，只要在某个地区或国家被消费，

税收就在消费地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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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地原则”和“消费地原则”原本是解决国际贸易和跨境交易中的商品

税收管辖权国际协调的两种基本原则。在跨国贸易中，生产地原则和消费地原则

可能导致不同的税收归属和税收负担，因此在国际贸易协定和税收协定中，对增

值税征收的原则通常也会作为重要议题加以讨论和协商。本文所讨论的是一国国

内增值税收入按照生产地原则或消费地原则在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

2.2理论基础

2.2.1财政分权理论

财政分权是指将财政权力下放给不同层级的政府或管理机构，让其拥有一定

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自主权。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将一部分财政权力授权给地方

政府，使其能够自主地管理和运用一定范围内的财政资源，包括税收征收、支出

预算安排等。财政分权的目的是更好地适应地方需求和特点，提高政府管理的灵

活性和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因

此，财政分权理论奠定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间以及地方同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财政分权理论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两个阶段。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政府是完美的利他主义者，强调了财政分权对经济

效应和财政管理方面的影响。1956年蒂布特（Tiebout）提出了“用脚投票”理

论：个体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来“投票”，以表达对不同地方政府政策的偏好。

基于这一理论，蒂布特认为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政策竞争”的机制，

个体可以通过选择适合自己偏好的地方来实现最优福利。在一个分权的体制下，

不同地区的政府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不同的政策，例如税收政策、公共服务提

供等，最终形成一种有效率的地方公共服务和税收分配模式。同时，他也指出分

级财政下地方政府间按照受益原则征税可以平衡税收与税负，避免产业结构的扭

曲，且在跨区域征税中更加突出。1972年奥茨（Oates）提出的“财政分权定理”

（Oates's Fiscal Federalism Theory），主要指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应如

何分担财政职责的问题。这一理论主张，某些公共服务或商品在不同地区具有不

同的需求和特征，应该由最接近民众、更了解当地需求的政府层面来提供和管理，

因此税收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基于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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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地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

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不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承认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

代表学者有蒙蒂诺拉（Montinola）、钱颖一（Qian）等。他们认为政府是一个理

性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会利用政府权力进行寻租。因此，

更为科学的财政分权体制应将政府决策人员的偏好考虑在内。基于这一理论，财

政分权体制下催生了地方政府之间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的财力竞争，从而引发同

质化竞争以及重复建设等多种问题的出现。

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构。按照分权程度大

小，央地财政关系可以分为收入分配法和收入分享法两种形式。收入分配法下地

方政府被赋予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和支出责任，收入分享法下中央仅和地方政府分

享取得的财政收入。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确立的财政分权体制使用的收入分享法。

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之间税收收入就会出现横向分配不均衡的现象，

特别是对增值税这种典型的流转税，收入与税源背离问题更加突出，而数字经济

发展使得这种现象加剧。

2.2.2税收竞争理论

税收竞争理论以财政分权为基础。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地方政府拥有更大

的税收自主权，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和竞争优势来调整税收制度和税收水平，以此

来吸引更多资源和人才，从而提升地区的经济活力。这种税收自主权导致了税收

竞争的出现。作为财政分权的产物，根据竞争主体的不同，税收竞争通常划分为

央地纵向税收竞争和地区之间的横向税收竞争。同级政府间的横向税收竞争会造

成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从而导致税收在地区间分配不均衡问题的出现。

蒂布特（Tiebout）认为，税收竞争可以促进地方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按照他

提出的“用脚投票”机制，会促使地方政府去竞争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更低

的税负，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和人才流入到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进而带来税收税

收的增加。这种竞争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因为他们会更努力地满足居民

的需求，从而促进整体的经济效率和人民福祉。然而，奥茨（Oates）的观点与

蒂布特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税收竞争会侵蚀税基、减少地方税收收入，最终

将导致地方政府整体公共产品供给的减少。奥茨指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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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间的税收竞争通过降低税率、制定优惠政策等方式牺牲了税收收入，导致地方

政府财力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原本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用于吸引外部资本的

特定支出，最终不利于本地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2.2.3税收公平理论

税收公平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平衡的复杂议题，国内外有多种理论和观点试

图定义和实现税收公平。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中就记载了按照土地

土质好坏及交通便利程度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以此来捐赋的土地税制度，体现了

平均赋税的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就再次强调了税收征收的

公平性原则。西晋时期傅玄提出“至平、积俭而趣公、有常”中“至平”也是公

平原则的体现。从国外来看，税收公平原则同样由来已久。十七世纪，威廉·配

第（William Petty）提出“公平、简便、节省”税收三原则中的“公平”原则强

调要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来决定税负的轻重。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

富论》中强调了税收的公平性。他支持能力支付原则，主张所得税，并强调税收

应该以公正和均衡的方式征收，以避免财富的不正当分配。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在 19世纪末提出了福利理论的概念，认为税收应该与个人获得的公共

服务和利益成比例，他强调了通过税收实现公共服务受益原则的重要性。阿伯

特·马斯格雷夫（A.C.Pigou）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阐述了税收的纵向

公平和横向公平。其中纵向公平与支付能力原则密切相关，即支付能力越强的人

应当负担较多的税收责任；而横向公平则要求在经济和财务状况相同或相似的情

况下，纳税人应该承担相同或类似的税收责任。

2.3数字经济对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塑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格局，数字经济的特点

使得增值税在生产地政府和消费地政府之间的分配问题不断凸显，加剧了增值税

向生产地倾斜，造成增值税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程度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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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数字经济提升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

数字经济区别与传统经济的特征优势使其具有快速增长的强劲动力，成为促

进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带来增值额的增加，扩大了增

值税的税基。而一个地区所创造的增值额越多，增值税在该地区所能分配到的份

额就越大。根据增值税的计税原理，可以通过增加单件产品价值的增值来实现增

值额的增加；在单件产品价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扩大交易规模来实现增值

额的增加。因此，数字经济可以作用于这两个方面，扩大地区增值税收入，进而

影响增值税地区间的分配格局。

（1）数字经济促进产品增值

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或数字技术等数字载体，使得数字这种关键生产

要素实现高效率以及跨区域的传输和应用，让数字交易打破时空边界和物理边界

的限制，实现交易的远程化和虚拟化，从而催生许多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产品

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另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增长模式，数字经济的边

际成本基本等于或接近于零，同时当规模化程度足够高时，边际收益会呈现爆发

式增长（马洪范等，2021）。这使得数字经济企业和数字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最大

限度利用现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些特性使得数字经济能推动产业价

值链升级，从而促进产品增值。在产品或服务生产流通的过程中，由于产品价值

创造能力、产业结构以及产业价值链水平的不同，各地区产品价值的增值率会存

在明显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增值额。因此，增值税按照生产地原则在地区间

进行分配，增值税更多流向哪些数字产业集聚程度高、产业价值链更高级的地区，

由此加剧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失衡。

（2）数字经济提高供需匹配度

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互联性。在数字经济时代，供给和需求的界限越来

越模糊，供需匹配度越来越高，从而促进交易活动更加便捷高效地进行。数字经

济的互联性可以让供给方和需求方进行深度融合，打破传统经济中交易双方信息

不对称、沟通不顺畅的困境，降低交易成本。在数字经济时代，供给方拥有海量

数据，能够根据需求方的偏好个性化定制产品和服务。同时，消费者深度参与商

品生产和服务的全过程。相较于传统企业，数字经济企业拥有更强的发展优势，

能创造更高的增值额。因此，数字企业较多的地区能征收到的增值税税额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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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在全国增值税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自然也比较多。

2.3.2数字经济加剧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

税源是指税收的经济来源或最终出处，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与税收规模

不匹配，就会产生税收与税源的背离。理论上，一个理想的增值税分配制度应该

使得一个地区所征收的增值税收入应当与该地区所拥有的增值税税源呈正向关

系，经济规模相同或相似的地区所分配到的增值税规模大致相同。但是由于现实

中增值税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征管水平的限制和数字经济时代增值税跨地区

流动和转移的加剧等原因，地方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现象一直存在。数字经济

的发展特点，加剧了省际间增值税收入与税源背离，对我国政府间税权划分的公

平性以及地区间财力水平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生产地原则导致税收归属地与税负归宿地的偏差

增值税横向分配过程中出现税收与税源背离的内在机制在于增值税在地区

间的分配原则。按照当前我国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征税方式，先根据销售商品

或提供服务的全部价款征税，再抵扣当期已缴税款增值税，最后实际征收的增值

税额为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额。

假设某产品 A 的生产流通需要 n 个环节，将每一环节的不含税销售价格设

定为 Pi ，Vi为第 i环节的销项税额，i环节进项税额为上一环节的销项税额，t

为增值税税率。则产品 A的增值税征收过程如下表 2.1所示。

表 2.1 增值税的征收模式

环节 增值额
销售额

（不含税）
销项税额

进项

税额
缴纳税额 销售额（含税）

1 P1 P1 V1=P1*t 0 T1=V1-0=P1*t P1+V1

2 P2 P1+P2 V2=(P1+P2)*t V1 T2=V2-V1=P2*t P1+P2+V2

...... ...... ...... ...... ...... ...... ......

最终环节 Pn P1+P2+...+Pn Vn=(P1+P2+...+Pn)*t Vn-1 Tn=Vn-Vn-1=Pn*t P1+P2+...+Pn+Vn

消费者
支付货款：P=P1+P2+...+Pn

支付税款：T=Vn=T1+T2+...+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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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产品 A 的增值税征收过程来看，增值税的税负会层层转嫁最后由消

费者全部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消费地原则”对增值税进行地区间横向

分配，增值税理应由消费地的政府全部获得。但我国增值税税法规定，增值税税

款是由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和管理，实际上是“生产地原则”的

税收分配方式。如果商品产销消在同一地区，则税收归属地即为税负归宿地。如

果商品销售和消费的地区与生产的地区分离，那么消费地政府所能分配到的增值

税仅为最终消费环节的税款，其余部分由生产地所在政府分配。由此可见，增值

税按照“生产地原则”在地区间分配的模式，如果出现跨区域交易，就会产生税

收归属地与税负归宿地的偏差，引起增值税地区间转移，即增值税税收与税源出

现背离。

（2）数字经济促使跨地区交易规模扩大

根据我国增值税在机构所在地申报纳税以及横向生产地原则的分配机制，数

字经济会加剧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程度。首先，数字经济的特点使得数字交

易打破时空边界和物理边界的限制，促使跨地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其次，现阶

段我国数字经济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部分东部发达地区是数字企业的主要集中

地，加之数字经济的虚拟性和对无形资产的强依赖性，使得很多数字经济企业可

以在其他地区销售产品或服务但却并不需要设立营业机构。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东

部发达地区成为增值税收入的流入地，增值税收入在地区间的横向转移及背离程

度不断加深，使增值税地区分配失衡问题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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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增值税收入分配现状

本章节主要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增值税收入分配现状进行梳理分析。

在数字经济方面，首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

等发展现状，并利用相关机构测算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德阳指数）对数字

经济发展趋势作进一步整体分析。其次，采用熵值法，对我国 30个省份的数字

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在增值税收入分配方面，本文从我国各地区增

值税实际分配份额和税收与税源的背离情况两方面入手测算相关指标，分析了我

国增值税横向分配的现状。

3.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3.1.1 整体情况

图 3.1 2017 年-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首先，从总体来看，我国数字经

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17

年-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整体规模如图 3.1所示。其中，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首次突破 50万亿元，增速为 10.33%；占我国 GDP的比重从 2017年的 32.9%

增长到 41.5%，同比名义增长 10.3%，高于同期 GDP增速近 5个百分点。可见，

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其次，根据报告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两大数字经济主要组成部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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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2022年这两部分的规模分别达到 9.2万亿元和 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

比重分别为 18.3%和 81.7%，二八比例结构较为稳定。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规模占 GDP的比重可以发现，数字产业化的发展相较于产业数字化比较缓慢，

在 GDP中所占的比重每年只有小幅度的上升，2022年上升幅度达 0.3个百分点，

创连续五年最大增幅。此外，从内部细分行业来看，数字产业化中电子信息制造

业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保持增长趋势，电信业平稳向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

业务快速发展，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产业数字化中主要以服

务业和工业数字化发展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年我国服务业和工业数字经

济渗透率分别为 44.7%和 24.0%，均呈提升趋势；同时，农业数字化释放新活力，

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 10.5%，农村电商、数字乡村等成为发展亮点。综上，数

字经济结构优化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有效提升的核心驱动力。

图 3.2 数字经济结构及占 GDP 的比重

另外，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 中国数字城市竞争力研究报告》显示，

2022年，我国数字城市百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从省级行政

区域分布看，GDP前十的省级行政单位区域百强城市数量占比达 64%，其中江

苏和山东上榜城市数量均为 12个，连续三年领跑数字城市百强。从区域分布来

看，数字经济城市前三强分别为华东、中南和华北地区，其中华东地区百强城市

数量居首，共有 48个城市上榜。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不同区域

和省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电子商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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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额为 43.8万亿元，发展规模持续扩大。商务部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零售

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网络零售额为 13.79万元，但在不同区域间的

分布极为不均衡，东部地区占比达到 83.9%，剩余部分由中、西及东北地区共享，

呈现出明显的“销售极化”特征。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图 3.3 2022 数字城市百强省级行政区域分布

此外，德阳市政府和赛迪顾问测算并联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定量

评估了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情况及动态特征，可以为研判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和阶段性特征提供重要参考。

图 3.4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与 GDP 指数

该指数是赛迪顾问综合国内外数字经济测算方法，构造了“4+3+N”的指标

体系，包括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治理在内的数字经济四种构成

部分，同时考虑主体活力、资本热力和创新动力三大要素，并将多种民众参与方

式纳入其中，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该指数以 2017年第四季度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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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基期指数设为 100。根据报告显示，自 2017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综合指数逐渐上升，2022年该指数为基期的 1.936倍，复合年均增长率

达 15.2%。同时，通过与 GDP指数的趋势对比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自 2017

年第四季度以来都超越 GDP指数，且领先幅度不断扩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我国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向上发展趋势，且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核心力量，经济社会“加速器”作用凸显。

3.1.2 分地区发展情况

（1）指标测算

本文测算我国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以更加科学有效反映我国各

省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参考赵涛等（2020）、潘为华等（2021）、王军等（2023）

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方法，结合数字经济核心定义，利用我国 30个省

（除港澳台及西藏）2011-2021年的数据，从数字经济载体、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 3个维度选取 11个二级指标，进一步确定 19个细分指标来构建数字经济

发展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如表 3.1①
所示。具体测算步骤

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为保证不同指标数据量纲及数量级的横向的可比

性和指数的精准性，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具体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 =
���� − �����

����� − �����

（3-1）

���� =
����� − ����

����� − �����

（3-2）

需要说明的是，式 3-1和式 3-2分别针对的是正向和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其中，�表示地区，�表示测度指标，�代表年份，����为测度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前

①
本文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统一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等相关研究报告和公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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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数据，�����和�����分别表示�年度 30个省份�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为经极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其取值为大于 0小于 1的区间范围。

为了消除零值对结果的影响，将标准化的数据����整体向右平移 0.001个单位，

得到����'：

����' = ���� + 0.001

（3-3）

第二步：计算指标权重。对于指标权重的处理一般可以采用主观赋权法或者

客观赋权法。为避免主观赋权法受主观人为因素影响而造成指数测度的不准确，

本文使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具体步骤如下：

使用式（3-4）确定各项指标比重，用pij表示：

��� =
����'

�=1
30 ����'�

（3-4）

使用式（3-5）确定第�项指标的信息熵��：

�� =−
1

��(30) �=1

30
�����(���)� ，0 ≤ ��� ≤ 1

（3-5）

使用式（3-6）确定第�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 = 1 − ��

（3-6）

使用式（3-7）计算出第�项指标权重��：

�� =
��

�=1
� ���

（3-7）

第三步：计算加权指数。根据第一步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和第二部的指标权

重，利用多重线性函数计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其中�为指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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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3-8）

表 3.1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字经济载体

移动电话普及程度 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户／百人）

互联网普及程度 互联网用户数占常住人口比重(%)

信息传输广度 光缆线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信号覆盖广度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个/平方公里）

互联网宽带基建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密度（个/平方公里）

数字服务投资力度 人均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元/n）

数字产业化

邮电业发展水平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元/人）

人均邮政业务总量（元/人）

快递量（万件）

电子信息制造业

发展水平

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万元）

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个数（个）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软件业务收入（万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万人）

产业数字化

企业数字化发展

程度

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比重（%）

电子商务交易额（亿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

（2）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步骤和公式可以计算出 2011-2021年我国 30个省市数字数字经济

发展综合指数Dit，测算结果如下表 3.2所示。由测算结果可以看到，我国各省市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Dit的取值在 0~1之间，Dit越大，表明该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反之，Dit越小，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此外，对测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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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1-2021 年我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测算结果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北京 0.1323 0.1645 0.1929 0.2177 0.2564 0.2695 0.3084 0.3435 0.394 0.4384 0.4249

天津 0.0572 0.0724 0.079 0.0941 0.1109 0.1214 0.1343 0.1591 0.195 0.2204 0.1922

河北 0.0261 0.0368 0.0478 0.0552 0.0654 0.0752 0.089 0.1045 0.1229 0.1431 0.126

山西 0.0201 0.0287 0.0378 0.0428 0.0527 0.0555 0.0598 0.0743 0.0883 0.1001 0.0795

内蒙古 0.0203 0.0281 0.0375 0.0482 0.0479 0.0511 0.0612 0.0763 0.0911 0.1024 0.0753

辽宁 0.0496 0.0593 0.0722 0.0829 0.0917 0.0801 0.0882 0.101 0.1164 0.1285 0.1076

吉林 0.0275 0.0392 0.0473 0.0586 0.0744 0.0834 0.1034 0.1252 0.139 0.1521 0.1296

黑龙江 0.0177 0.0257 0.0342 0.0412 0.0478 0.0518 0.0605 0.0698 0.081 0.0898 0.0729

上海 0.1332 0.1926 0.2224 0.2621 0.2952 0.3238 0.3538 0.3938 0.4461 0.4905 0.5286

江苏 0.1589 0.1921 0.2282 0.245 0.273 0.2846 0.3068 0.3286 0.3588 0.3956 0.3884

浙江 0.1039 0.1226 0.1441 0.1681 0.2014 0.2246 0.2588 0.3016 0.3608 0.4215 0.3899

安徽 0.029 0.0407 0.0523 0.0657 0.0834 0.0931 0.1057 0.126 0.1485 0.1668 0.1524

福建 0.057 0.0716 0.0838 0.0941 0.1146 0.1218 0.1394 0.1638 0.1857 0.2004 0.1736

江西 0.0181 0.0294 0.0396 0.0491 0.0641 0.0684 0.084 0.1005 0.1202 0.138 0.1248

山东 0.0704 0.0846 0.1043 0.1196 0.1393 0.1579 0.1744 0.1951 0.2004 0.2217 0.2262

河南 0.0293 0.0413 0.0544 0.0663 0.0826 0.0929 0.1058 0.1215 0.1369 0.156 0.1458

湖北 0.0321 0.0436 0.0579 0.068 0.0817 0.0914 0.1029 0.1213 0.1436 0.1539 0.141

湖南 0.0265 0.0382 0.0486 0.0574 0.0701 0.0766 0.0884 0.1073 0.1258 0.1462 0.1288

广东 0.1756 0.2062 0.2507 0.2867 0.3237 0.3673 0.4234 0.4949 0.5738 0.6378 0.6466

广西 0.0159 0.0248 0.0347 0.0408 0.0494 0.0549 0.0629 0.0798 0.0978 0.1146 0.0899

海南 0.0196 0.0308 0.0378 0.0453 0.0655 0.0679 0.0778 0.0951 0.1098 0.1218 0.096

重庆 0.026 0.0378 0.0513 0.0612 0.076 0.0856 0.0988 0.1191 0.1396 0.1568 0.1357

四川 0.0337 0.0441 0.062 0.0724 0.0879 0.0959 0.111 0.1314 0.1545 0.1777 0.1625

贵州 0.0096 0.0165 0.0255 0.0319 0.0441 0.0511 0.0641 0.0831 0.1012 0.1156 0.0785

云南 0.0139 0.0219 0.0313 0.0375 0.0474 0.053 0.0593 0.075 0.092 0.1084 0.0766

陕西 0.0254 0.035 0.0454 0.057 0.0697 0.0772 0.0882 0.11 0.1311 0.1448 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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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甘肃 0.0098 0.0171 0.0255 0.0311 0.0407 0.0426 0.0462 0.0614 0.0751 0.0863 0.059

青海 0.0099 0.0157 0.0233 0.03 0.0559 0.0536 0.0647 0.0855 0.0999 0.1129 0.0754

宁夏 0.0144 0.0221 0.0285 0.0395 0.0532 0.0554 0.0653 0.0828 0.0975 0.109 0.0727

新疆 0.0161 0.0243 0.032 0.0379 0.0464 0.0432 0.0481 0.0608 0.0791 0.0958 0.0628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统一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等相关研究报告和公布数据等

基础数据计算得到。

果进行进一步整理分析得到2011-2021年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年平均综合指

数，按其数值大小进行排序得到图 3.5。

由表 3.2和图 3.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等东部发达

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较高，且每年上升幅度较大，说明这些地区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遥遥领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发展势头强劲。

而且它们可以凭借自身优越的发展基础不断做大做强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逐

步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从而带动周边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此外，

由图 3.5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年均综合指数排名第一的广东省（0.3998），

其平均综合指数是排名最后的甘肃（0.0450）的 8.88倍，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在不

同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巨大。

另外，根据测算结果可知，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全国平均指数为 0.1761，

由图 3.6可以看到，2021年我国 30个省市中的 23个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

数都低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而广东、上海、北京等少数几个省市以其远高于全

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领先优势带动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按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

指数与全国平均指数的差距大小，可以认为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这 5

个省市是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山东、天津、福建等 14个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差

距不大的省市为数字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剩余 11个省市为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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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1 年-2021 年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年平均综合指数

图 3.6 2021 年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影响研究

29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问题，主

要依赖于少数几个核心省市，整体发展结构不合理，没有充分发掘剩余地区的数

字经济发展潜力，可能会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而且一旦发展水平较高的这几个地

区发展势头放缓或出现波动，将对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可见，当

前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省份间的“贫富差距”两级分化的现象是阻碍我国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鸿沟”困境亟待解决。

3.2我国增值税收入分配现状

3.2.1 我国增值税收入分配机制

增增值税是我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自开始征收至今，多年来

增值税收入一直稳步增长，2022年国内增值税收入为 48717.71亿元，占我国全

部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 29.24%，是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税种。目前，我国已

基本建立起央地间按“五五分成”进行纵向分享以及地区间按照“生产地原则”进

行横向划分的现代增值税收入分配机制。

（1）纵向分配机制

从 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到 2012年部分地区和行业营改增试点，再到 2016

年全面营改增，我国增值税收入在央地间的纵向分享比例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改革

变迁，由最初的 75%：25%调整为现在的 50%：50%。增值税成为当前地方政府

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增值税分配对地方政府财力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

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增值税收入在地区间的横向分配，故在此对增值税在中央和地

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分享不再详细阐述。

（2）横向分配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增值税收入分配改革都侧重于央地两级政府间的纵向分配，

而忽视了地区间横向分配机制的构建。增值税收入在地区间的横向分配就是对纵

向分配后归属地方的增值税收入在省域间进行二次分配。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

规定，增值税收入由商品、应税劳务或服务的机构所在地（生产地）政府负责征

收并直接就地以实际取得的收入按规定比例分享。这说明我国增值税在地区间实

际是按“生产地原则”进行划分的。出于激励地方积极性的考虑以及受限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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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能力，“生产地原则”简单高效、便于实行。

但由于增值税是典型的流转税，税负具有转嫁性，最终消费者是增值税负担

的实际负担者。在“生产地原则”下，当生产地和消费地不一致时，增值税收入

归生产地所有，而税负却由消费地承担，从而造成增值税在地区间的横向转移和

背离。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经济交易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去

实体化趋势，数字经济企业能更便捷的实现远程、虚拟的交易，这使得跨区销售

和购买成为主流，市场“销售极化消费均化”的现象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增

值税收入继续按“生产地原则”在地区间进行分配将导致增值税收入在地区间的

横向转移及背离程度不断加深，使增值税地区分配失衡问题更加凸显，这显然有

违税收的公平和受益原则。

3.2.2 各地区增值税实际分配份额

在我国当前的增值税分配机制下，地方政府对增值税收入的实际分配份额可

以用各地区实际取得的增值税收入占全国地方级增值税总税额的比重来衡量，其

计算公式如下：

vatsit =
vatit

vatit�

（3-9）

2016年 5月 1日起，我国在所有省份全面推行营改增，自此我国增值税改

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本文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对地区间增值税分配的

影响，因此在讨论各地区增值税分配份额时考虑剔除营改增的影响，选取全面营

改增后我国 30个省市（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外）增值税相关数据计算出各地

区增值税实际分配份额，计算结果如表 3.3所示。

由表 3.3可以看出，2017-2021年我国 30个省市的增值税分配份额都是在某

一特定数值周围有小幅度的上升或下降，说明在当前经济形势和分配机制下，我

国增值税在地区间的横向分配格局基本趋于稳定。由于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

水平以及税收征管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有些地区增值税的实际分配份额较大，

如广东 2017-2021 年这 5 年的年均增值税分配份额达到 12.92%，是我国增值税

分配份额最高的省份。而部分西部欠发达及民族地区省份，增值税的实际分配份

额还不足 1%，如甘肃、宁夏、青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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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17-2021 年我国各地区增值税分配份额（%）

地区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地区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北京 5.94 5.87 5.86 5.83 5.50 河南 3.16 3.28 3.46 3.46 3.43

天津 2.33 2.28 2.34 2.29 2.12 湖北 3.06 3.06 3.14 2.66 2.98

河北 3.25 3.29 3.26 3.23 3.09 湖南 2.50 2.54 2.54 2.47 2.47

山西 2.21 2.27 2.31 2.22 2.56 广东 13.06 12.79 12.79 13.03 12.91

内蒙 1.83 1.74 1.82 1.61 1.71 广西 1.52 1.52 1.60 1.61 1.58

辽宁 2.79 2.73 2.52 2.56 2.33 海南 0.72 0.65 0.62 0.63 0.68

吉林 1.32 1.19 1.06 1.01 0.94 重庆 1.91 1.91 1.84 1.81 1.81

黑龙江 1.27 1.24 1.09 0.99 0.97 四川 3.59 3.67 3.62 3.89 3.79

上海 8.75 8.56 8.90 8.06 7.85 贵州 1.48 1.59 1.53 1.47 1.43

江苏 10.18 10.15 10.12 10.39 10.48 云南 1.88 1.99 1.95 1.99 1.78

浙江 7.82 7.85 7.64 8.17 8.48 陕西 2.46 2.53 2.52 2.39 2.60

安徽 2.86 2.95 3.03 3.33 3.18 甘肃 0.96 0.96 0.89 0.92 0.96

福建 2.68 2.74 2.73 2.96 2.93 青海 0.32 0.30 0.30 0.33 0.31

江西 2.19 2.33 2.58 2.70 2.97 宁夏 0.45 0.44 0.37 0.39 0.38

山东 6.06 6.20 6.30 6.40 6.41 新疆 1.45 1.39 1.27 1.20 1.35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而得

3.2.3 各地区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情况

我国增值税收入与税源背离问题由来已久的问题，其给经济社会带来许多负

面影响。因此为衡量我国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情况，本文参考李青、吴珊

（2018）方法，使用消费地原则下征收到的增值税作为理论上的增值税税源，以

此为基础计算各地区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额与背离度。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首先，用 i 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i与地方级增值税的收入总额

i=1
30 vati� 在全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i=1

30 consi� 中占比的乘积来测算 i 省按消

费地原则征收原则可以分得的理论上的增值税税源v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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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i' = consi × i=1
30 vati�

i=1
30 consi�

（3-9）

其次，用 i 省实际取得的增值税税额vati与理论增值税税额vati'二者的差值计

算出 i 省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额devi。

devi = vati − vati'

（3-10）

最后，用devi和地方级增值税的收入总额 i=1
30 vati� 的比值表示 i 省增值税税收

与税源的背离度，以此来衡量地区间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的相对程度。

devri =
devi

vati�
（3-11）

同样，为剔除营改增的影响，本文测算了 2017-2021年的我国 30个省市增

值税和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通过上述测算方式得到我国 30个省市增值税税收

与税源的背离额devi，测算结果如下表 3.4所示。若devi>0，说明该省是增值税

税收净收入流入地区；若devi<0，说明该省是增值税税收流出地区。

由表 3.4可知，在本文的测算框架下，我国 30个省市中的绝大部分都存在

比较严重的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的情况。以 2021年的测算结果为例，增值税

背离额大于 0的省份有 17个，增值税背离额小于 0的省份有 13个。其中，上海、

广东、北京是增值税税收净收入流入前三的地区，其净流入分别为 1183.77亿元、

908.81 亿元和 672.03 亿元，在所有背离额为正的省份中的占比分别为 24.2%、

18.6%和 13.8%，占比总合高达 56.6%，这意味着全国一半以上的的地方级增值

税都集中流向这三个地区。和增值税净流入相比，虽然增值税税收净流出省份的

税收与税源背离额相对而言平均，但还是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如河南、湖北、

湖南、安徽、福建这 5个省份，增值税净流出总和占所有背离额为负的省份的净

流出的 70.55%。这说明我国增值税收入与税源的背离规模呈现两级分化的趋势，

一些人口较多、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则负担了大量的增值税净流出，但部分发达地

区却聚集了大量的增值税净流入，从而造成增值税收入地区间横向分配的的失衡，

明显不利于我国地区间财力均衡和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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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017-2021 年我国各地区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额（亿元）

地区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地区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北京 541 628 671 659 672 河南 -676 -723 -716 -651 -668

天津 313 354 405 390 401 湖北 -642 -738 -759 -551 -610

河北 10 35 22 -5 7 湖南 -417 -452 -484 -478 -555

山西 131 165 182 139 252 广东 706 687 698 779 909

内蒙 137 139 180 111 177 广西 -142 -156 -128 -111 -114

辽宁 80 95 45 77 33 海南 61 49 45 36 37

吉林 47 33 7 9 -6 重庆 -256 -286 -316 -340 -432

黑龙江 -54 -48 -88 -89 -92 四川 -402 -447 -503 -406 -537

上海 1349 1415 1557 1131 1184 贵州 -106 -92 -96 -150 -188

江苏 201 227 271 256 244 云南 -137 -137 -169 -147 -209

浙江 325 362 287 386 584 陕西 -8 3 3 -19 87

安徽 -359 -408 -421 -386 -539 甘肃 11 14 -6 -3 13

福建 -495 -558 -593 -511 -538 青海 21 19 21 31 31

江西 -43 -21 32 14 62 宁夏 24 26 7 17 25

山东 -365 -334 -274 -306 -398 新疆 145 147 120 118 168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而得。正值表示净流入，负值表示净流出。

另外，如图表 3.5所示，对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区域的增值税的背

离程度测算后发现，2017-2021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增值税收入背离度一直为正，

说明是增值税的净流入区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值税收入背离度始终为负，意

味着中西部地区是增值税收入的净流出地，西部地区的总体流出规模小于中部地

表 3.5 分区域的增值税收入背离度

区域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东部地区 9.69% 9.65% 10.08% 10.20% 9.90%

中部地区 -7.16% -7.15% -7.23% -7.03% -6.81%

西部地区 -2.53% -2.50% -2.85% -3.18% -3.09%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表 3.4 的测算结果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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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但近年来西部地区背离度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结果，上海、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获得了大量原本归属于中

部或西部地区的增值税收入。这是由于这些省份原来就有比较完整成熟的工业体

系以及发达的制造业。它们按现行分配制度所能分到的增值税收入要远高于按消

费原则所分得的增值税收入。同时，这些地区也是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较为

强劲的地区，本地区发达的数字经济促使跨区交易的实现更加便捷，未来成为增

值税收入净流入地的优势更加突出。此外，一些具有资源性初级产品的生产地以

及烟酒行业生产集中地也有少量的增值税净流入，他们大多是中西部省份，如山

西、新疆、云南和贵州等省份。通过这些行业，这些地方获得了来自东部和中部

省份的增值税流入。而一些省份人口较多、消费规模较大省份，如四川、河南等

地，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也一般，这就导致这些省份虽然负担了大量的增值税，

但收入却流向了其他省份（如图 3.7）。

图 3.7 2017-2021 年各省年均增值税收入背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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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经济影响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实证分析

4.1研究假设和模型设定

4.1.1研究假设

通过前文第二章数字经济影响增值税收入和分配份额的分析以及第三章对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增值税地区间实际分配份额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数字

经济的发展会地区带来增值税的流入。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地区增值税分配的份额。

另外，通过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增值税收入与税源背离的作用机理以及我

国增值税收入与税源背离现状后发现，在理论上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加剧地区间

的增值税收入与税源背离程度，进而影响增值税横向分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

设。

假设 2：数字经济下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影响了增值税横向分配。

4.1.2模型设定

设定基准模型式（4-1），以检验假设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地

区增值税分配的份额。

������ = �0 + �1��� + �2����������� + �� + �� + ���

（4-1）

式（4-1）中 i 代表地区，t 代表年份，vatsit为被解释变量，Dit为核心解释变

量，controls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λi为无法观测的地区效应，μt为无法观测的时

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将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作为数字经济影响增值税横向分配的内在机制，参

考赵涛等（2020），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设定模型式（4-2）和式（4-3），以检

验假设 2：数字经济下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影响了增值税横向分配

������ = �0 + �1��� + �2����������� + �� + �� +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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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1��� + �2������ + �3����������� + �� + �� + ���

（4-3）

式（4-2）、（4-3）中�代表地区，�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表示�省

第�年的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为无法观测的地区效应，��为观测的时间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4.2变量选取及样本来源

4.2.1模型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借鉴曹静韬等（2022）的研究方法，用各

省份增值税占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方级增值税总税额的比重表示地

区增值税的分配份额。具体计算方法和测算结果如本文第三章所示。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参考赵涛等（2020）、潘为华等（2021）、

王军等（2023）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方法，结合数字经济核心定义，基

于变量选取的科学性、层次性及数据可获得性原则，从数字经济载体、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 3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后测算出

我国 30个省（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具体测算方法

和测算结果如本文第三章所示。

（3）中介变量

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为衡量我国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

情况，本文参考李青、吴珊（2018）方法，使用消费地原则下征收到的增值税作

为理论上的增值税税额，再用实际取得的增值税税额与理论增值税税额的差值表

示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额，最后用各省市增值税背离额与全国地方级增值税

总额的比重表示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程度。具体测算过程和测算结果如本文

第三章所示。

（4）其他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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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使用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表示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用地区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地

区的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使用樊纲测算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

量地区市场化程度。

4.2.2样本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

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一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大

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等相关研究报告和公布数据。样本为 30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除西藏和港澳台）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1-2021 年。

4.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4.3.1描述性统计

表4.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反映了2011年至2021年各变量的样本量、

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与最大值，便于对各变量基本情况有大致了解。本文选

取的样本个数为 330个，缺失数值均已剔除或补全。被解释变量增值税地区分配

份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1378 与 0.0023，说明增值税收入最大的省份所

分得的全部地方级增值税的份额为 13.78%，最小省份的分配份额为 0.23%，二者

的差距较为明显。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0674 与

-0.0327，说明省际增值税背离情况明显。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的平

均数为 0.1187，最大和最小值分别为 0.6466 和 0.0096，这表明大部分省份的数

字经济水平低于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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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 ���� 330 0.0333 0.0301 0.0023 0.1378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 330 0.1187 0.1083 0.0096 0.6466

经济发展水平 ������ 330 10.9084 0.4450 9.8494 12.1564

产业结构 ��� 330 1.3415 0.7320 0.5271 5.2440

城市化水平 ��� 330 0.5959 0.1214 0.3504 0.8958

市场化程度 ��� 330 8.0391 1.9136 3.3590 12.3900

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 ���r 330 2.26e-11 0.0152 -0.0327 0.0674

资料来源：由 stata15 计算而来

4.3.2相关性分析

（1）相关系数

本文使用相关系数矩阵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了解解释

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强弱以及多个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如果相关性较强，就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而对模型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以下是相关性分析的初步判断结果。

表 4.2 相关系数矩阵

Variables ���� � ������ ��� ��� ��� ���r

���� 1

� 0.7986*** 1

������ 0.5733*** 0.3396*** 1

��� 0.1280** 0.4257*** 0.2098*** 1

��� 0.5198*** 0.6922*** 0.5128*** 0.5423*** 1

��� 0.6952*** 0.7195*** 0.4274*** 0.1538*** 0.6832*** 1

���r 0.5256*** 0.5317*** 0.4621*** 0.4202*** 0.6039*** 0.2166*** 1

注：***，**，*分别表示在 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由表 4.2所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D）、经济发展水平（lnp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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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Ins）、城市化水平（Urb）和市场化程度（Mar）与增值税地区分配

份额（vats）、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devr）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表明本

文控制变量的选择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变量或者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数

值是低于 0.8的，说明变量之间的线性拟合效果较好，不存在强的共线性，可以

继续进行下一步分析。因为相关系数只能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还需要

在后续的回归中进行验证。

（2）方差膨胀因子

本文采用 VIF 测量方法，进一步考察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

线性。VIF即方差膨胀系数，是用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另一种

方法。一般而言，如果方差膨胀系数 VIF 在大于 0、小于或等于 10这个区间范

围内，则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更为苛刻的话，则要求

VIF 在大于 0、小于或等于 5这个区间范围内；如果 VIF 在 10以上，则表明所

选取的各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 4.3的结果可以看出，

每一个变量的 VIF值都在大于 0且小于 5，且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 0.2965，表明

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回归模型的构建是可靠的。

表 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S VIF 容忍度

��� 3.37 0.2965

��� 3.04 0.3288

� 2.72 0.3678

��� 1.78 0.5616

������ 1.39 0.7190

Mean VIF 2.46 0.4065

资料来源：由 stata15 计算而来

4.4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数字经济对各省份的增值税分配份额的影响，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

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4第（1）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合发

展指数（�）的系数为正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当数字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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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升时，地区增值税分配份额也会提升。

表 4.4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OLS FE

(1) (2) (3)

� 0.2271*** 0.0196*** 0.0379***

(21.22) (2.94) (4.77)

������ 0.0272*** 0.0083** -0.0002

(14.61) (2.28) (-0.04)

��� -0.0082*** -0.0020 0.0019

(-6.43) (-1.37) (1.04)

��� -0.0560*** 0.0402** 0.0971***

(-5.26) (2.39) (4.40)

��� 0.0019** -0.0001 -0.0005

(2.97) (-0.18) (-0.88)

�������� -0.2615*** -0.0798 -0.0166

(-14.15) (-1.62) (-0.28)

Year FE - NO YES

Province FE - YES YES

Observations 330 330 330

R-squared 0.8237 0.0402 0.0976

F 302.65*** 2.47** 2.05**

注：***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

的，*代表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括号里面为 t值。

考虑到不同省份存在差异性，且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拒绝

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故本文进一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省份效应，基准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4.4第（2）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D）

对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vats）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示数

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每上升一个单

位就能使得增值税地方分配份额提升 0.0196。考虑不同年份间的差异，本文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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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同时控制省份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4.4第（3）列所

示。从模型的拟合优度（R2）来看，相较于单向固定效应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的拟合优度更高，说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在更大程度上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

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从表 4.4第（3）列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

数（D）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

能够显著提升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影响系数为 0.0379，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每上升一个单位就能使得增值税地方分配份额提升 0.0379。由此，前文提出的假

设 1得到了验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增值税地区分配的份额。

4.5进一步分析

4.5.1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为考察数字经济对不同经

济地带税收分配程度的影响，本文将我国省份按照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地带
①
，

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4.5所示。

表 4.5显示了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各省份增值税横向分配的

影响。第（1）、（2）、（3）列中数字综合发展指数（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增值税地方分配份额的提升都存

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对中部地区省份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省

份，对东部地区省份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小，这说明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仍然会显著提升该地区增值税分配的份额，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假设一。

①
本文所分类的东部地区样本包括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福建、辽宁、海南、河北、上海、广东、浙

江；中部地区包括安徽、山西、江西、吉林、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陕西、重

庆、贵州、内蒙古、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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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VARIABLE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因变量：vats （1） （2） （3）

D 0.0299* 0.183*** 0.113***

(2.30) (4.81) (5.46)

������ 0.00597 0.0201** 0.00560

(0.45) (3.35) (1.29)

��� 0.00331 -0.00316 0.00506**

(0.88) (-1.22) (2.93)

��� 0.0588 0.240*** 0.0981**

(1.52) (5.81) (3.26)

��� -0.00137 0.00221* -0.000531

(-1.13) (2.19) (-1.19)

�������� -0.0466 -0.332*** -0.0932

(-0.29) (-4.09) (-1.75)

Year FE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21 88 121

R-squared 0.1421 0.6798 0.4768

F 1.05** 9.20*** 5.77***

注：***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

的，*代表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括号里面为 t值。

4.5.2中介效应分析

在证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提升地区增值税地区间分配的份额，且分

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回归后结果依然成立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详细分析数字

经济对增值税横向分配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作为中

介变量，构建控制省份效应的单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中介机制分析，进一步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综合发展指数（�）对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的影响，以及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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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r）一起对增值税地区

分配份额（����）的影响效果如何，回归结果如下表 4.6所示。

表 4.6 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VARIABLES ���� ���r ����

� 0.0196*** 0.0246*** 0.0085

(2.94) (3.11) (1.48)

���r 0.4179***

(10.88)

������ 0.0083*** 0.0218*** -0.0016

(2.28) (5.07) (-0.49)

��� -0.0020 0.0049*** -0.0042***

(-1.37) (2.81) (-3.35)

��� 0.0402** 0.0722*** 0.0076

(2.39) (3.61) (0.52)

��� -0.0001 -0.0001 -0.0000

(-0.18) (-0.23) (-0.06)

�������� -0.0798 -0.2893*** 0.0507

(-1.62) (-4.95) (1.17)

Observations 330 330 330

R-squared 0.0402 0.0931 0.3157

F 2.47** 6.06*** 22.61***

注：***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

的，*代表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括号里面为 t值。

由表 4.6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中介效应第二步，即表 4.6第（2）

列所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对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r）的影

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的，影响系数为 0.0246，即

每一单位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的提升会引起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程度

增加约 0.0246个单位，说明数字经济确实加深了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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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 R方为 0.0931，拟合优度为 9.31%，F检验值为 6.06，且在 1%的显著水

平下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中介效应的第三步中，即表 4.6第（3）列所示，

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r）对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的影响系数 0.4179，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此时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对被解释变量增值税

地区分配份额的影响系数虽然为正却并不显著，由此可以说明中介变量增值税税

收与税源背离度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且表现为完全中介。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

数（�）能通过增大或缩小本地区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r），从而使得

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上升或下降，从而影响增值税收入在地区间的横向

分配。因此，本文的假设 2得以验证，即数字经济下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度

影响了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

4.6稳健性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已充分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存在显著正向

影响效应，且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进而影响增值税地区分

配份额的作用机制存在。为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

变量以及剔除部分年份等两种方法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4.6.1替换被解释变量

我国在 2016年 5月 1日全面实行“营改增”，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

改成缴纳增值税，以消除重复征税。全面营改增政策的推行对增值税收入以及地

区分配份额的影响较大，在考虑政策变动的情况下，将营改增试点到全面营改增

这一时期即2011-2016年的营业税也并入地区增值税收入加总测算占全国增值税

收入的比重，重新构建被解释变量（����'）替换原来的被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7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

合发展指数（�）对替换后的被解释变量（����'）仍然是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

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文的模型以及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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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稳健性检验结果(1)-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OLS FE

(1) (2) (3)

D 0.2175*** 0.0520*** 0.0708***

(23.36) (10.28) (12.02)

lnpgdp 0.0268*** 0.0105*** 0.00352

(16.54) (3.80) (0.99)

Ins -0.0063*** -0.0041*** -0.0007

(-5.63) (-3.64) (-0.53)

Urb -0.0740*** 0.0168 0.0702***

(-8.00) (1.31) (4.29)

Mar 0.00263*** 0.000529 0.0002

(4.72) (1.37) (0.56)

Constant -0.254*** -0.0960* -0.0478

(-15.77) (-2.56) (-1.09)

Year FE - NO YES

Province FE - YES YES

Observations 330 330 330

R-squared 0.8516 0.2841 0.3607

F 371.74*** 23.41** 10.72**

注：***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

的，*代表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括号里面为 t值。

如表 4.8所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中介效应第三步的检验结果

却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营业税在当时是地方税，在哪发生应税服务就由发生

服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责征收和管理，将其并入增值税计算地方分配税收的份

额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税收与税源的背离，从而导致中介效应的

检验结果受到影响。但总体来看，这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未有较大影响，本文的

模型以及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仍然可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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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稳健性检验结果(1)-中介效应检验

(1) (2) (3)

VARIABLES ����' ���r ����'

� 0.0520*** 0.0246*** 0.0534***

(10.28) (3.11) (10.40)

���r -0.0558

(-1.50)

������ 0.0105*** 0.0218*** 0.0117***

(3.80) (5.07) (4.08)

��� -0.0041** 0.0049*** -0.0038***

(-3.64) (2.81) (-3.35)

��� 0.0168 0.0722*** 0.0208

(1.31) (3.61) (1.60)

��� 0.0005 -0.0001 0.0005

(1.37) (-0.23) (1.35)

�������� -0.0960* -0.2893*** -0.112**

(-2.56) (-4.95) (-2.28)

Observations 330 330 330

R-squared 0.2841 0.0931 0.2895

F 23.41** 6.06*** 19.97***

注：***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

的，*代表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括号里面为 t值。

4.6.2剔除部分年份

考虑到新冠疫情对数字经济发展以及税收的影响，本文将疫情期间的样本

2020年、2021 年去除，稳健性检验结果如下表 4.9所示。由表 4.9可以看出，

在去除疫情年份的样本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对增值税

地区分配份额（����）的影响系数为 0.0376，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

仍然是存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对增值税税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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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源背离度（���r）影响系数为 0.0370，仍然是显著的，在中介效应的第三步中，

中介变量也是通过检验的，与前文结果是一致的。

表 4.9 稳健性检验结果(2)

(1) (2) (3)
VARIABLES ���� ���r ����

� 0.0376*** 0.0370*** 0.0193**

(3.9528) (3.2910) (2.4394)

���r 0.4944***

(11.0023)

������ 0.0120** 0.0320*** -0.0038

(2.2989) (5.1735) (-0.8462)

��� -0.0012 0.0094*** -0.0059***

(-0.6275) (4.0415) (-3.5567)

��� 0.0312 0.0798*** -0.0083

(1.4247) (3.0815) (-0.4547)

��� 0.0002 -0.0000 0.0002

(0.3456) (-0.0040) (0.4280)

�������� -0.1177 -0.4022*** 0.0811

(-1.6293) (-4.7072) (1.3204)
Observations 270 270 270
R-squared 0.0644 0.1347 0.3843

F 2.6851 6.0699 20.7753
注：***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

的，*代表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括号里面为 t值。

4.7实证小结

本章在前文测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与增值税税收

与税源背离的基础上，选取 2011年到 2021年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

藏和港澳台）的样本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具体分

配份额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对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度的影响。具体的实证分析

结果如下：（1）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地区所能分配到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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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增值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显著提升；（2）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仍然会显著提升本区域内各省份增值税分配的份额；（3）

数字经济下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会显著影响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这与本

文第二章、第三章理论分析以及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1和假设 2都相符合，表明数

字经济会对增值税地区间的横向分配产生影响。在我国全面迈入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的新时期，解决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存在的问题是未来税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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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税收地区间分配是理顺央地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解决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

匹配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大

背景下，其对增值税地区分配格局的影响以及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的加剧对增

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的公平性、地区间财力差距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都提出

了新的挑战，亟待一套更加公平的增值税分配制度来解决上述问题。因此，通过

上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并基于此提出政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在梳理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先，界定数字经济及增值税横向分配

的概念，并进一步阐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

间横向分配的影响机制，得出结论为：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品增值

和提高供需匹配度两个方面影响增值税地区间分配格局，对增值税地区分配有显

著的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增值税征收和分配的生产地原则本身导致的税收归属

地和税负归宿地的偏差，以及数字交易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减少交易中间

环节、降低跨地区交易成本等因素导致数字经济时代跨地区交易规模扩大，加剧

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其次，本文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增值税收入分配

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升，其结构的优

化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有效提升的核心驱动力量，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问题，东部发达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

地区；在当前经济形势和分配机制下，我国增值税在地区间的横向分配格局基本

趋于稳定，但绝大部分省份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的情况，东

部地区是增值税净流入区域，中部和西部地区是增值税净流出区域。最后，基于

2011-2021年我国 30个省市（除西藏和港澳台）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影响我国

增值税横向分配的情况做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会显著提升该地区的增值税间分配的份额，且分东、中、西三大区域来看，

结果依旧成立；数字经济背景下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会显著影响了增值税地

区分配。该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相符合，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会对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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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的横向分配产生的影响。

5.2政策建议

5.2.1 逐步推行增值税分配消费地原则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在机构所在地进行增值税征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地区间

横向分配的机制明显有违税收的公平原则，不利于我国地方财力均衡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使得跨区交易和市场“销售极化消费均化”的

现象日益显著，增值税收入继续按“生产地原则”进行地区间分配将导致增值税

税收的转移及税收与税源背离程度的不断加深，因此增值税横向分配制度的改革

迫在眉睫。

按照“消费地原则”对增值税进行横向分配。一方面，“消费地原则”使地

区的增值税收入与本地区居民消费挂钩，居民消费越多，地区增值税收入越高，

越有利于政府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符合“谁负担，谁受益”。另一方面，“消

费地原则”分配可以从体制上消除阻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

不利影响，有效化解地方税收竞争和保护主义蔓延，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的动力，提高鼓励居民消费的积极性，

有助于地方政府由注重招商引资、生产建设转向对消费、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的重视，使增值税的“中性”原则得以体现。但增值税分享机制改

革完善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直接由生产地原则改为消费地原则会导致

部分地区的增值税收入大幅度减少，不利于地方财力稳定，在实际推行中也会遇

到很多阻力，需要逐步向“消费地原则”过渡。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本文认为应该在数字经济行业先行

推行消费地分配原则，以期缓解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增值税地区间转移和背离的影

响。具体而言：选择一部分增值税转移程度较大的数字经济行业，在保持央地五

五分成不变的基础上，将这些行业地方享有的 50%的增值税收入，充分考虑各地

区网民规模、网络消费规模等因素后，以“消费者所在地”为依据进行分配。同

时，引导数字经济平台及商家根据消费者购买或服务时所填写的地址、IP地址或

支付信息提供地址等明确区分消费者所在地，按照“消费地原则”将数字交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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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当中产生的增值税由数字经济平台及商家在消费支付款项时从支付款额中扣

收消费者负担的税款，并按规定的期限申报解缴入消费者所在地政府，以此来落

实消费地原则。

5.2.2 提升数字经济规范化管理

数字经济引起增值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程度的加剧，使得我国区域间税收分

配及财力失衡问题更加突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在于我国税收横向分配制度

的不足和部分缺位，还与数字经济本身的特征息息相关。因此，有效解决数字经

济时代增值税横向分配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前提之一就是要聚焦数字经济自身，解

决其固有以及衍生问题。

首先，制定和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数字经济加

大增值税转移与背离，若不规范其发展就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区域间收入不均衡，

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阻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步伐。因此，要明确数字经济的

定义、范围和管理要求，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加强执法力度，

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同时，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建立

完善的数据安全体系，防止数据泄露、滥用和非法获取，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确

保个人隐私不被侵犯，警惕和控制数字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促进数字经济公平竞争，加强区域合作交流。我国数字经济存在明显

的区域集聚特征，东部发达省份是数字企业的主要集中地。因此，应基于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角度，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积极尝试加强区域间的交流合作，

缩小省际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同时，防止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

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和发展，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均衡健

康发展。

最后，加大对数字平台的规范化管理，促进税收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很多数

字经济企业都是通过数字平台来实现跨区交易，因此数字平台在税收分配中扮演

着十分重要的中介角色。要想使数字平台的中介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就要对其

进行规范化管理。数字平台要主动监督商家进行纳税申报，同时积极配合税务机

关做好消费者地点记录、涉税信息提供等工作，以构建多方共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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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设计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增值税收入分配格局的重构是当前我国增值税改革的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推进增值税收入分配的改革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个相关领域的制度设计和

改革措施，做好配套制度联动改革，以实现税收收入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和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移支付是平衡地方政府财力水平、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的

有效途径，也是中央在税制改革过渡阶段解决地方收入分配失衡最直接、最有效

的解决措施。因此，设计更加匹配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至关重要。

首先，建立科学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合理确定目标定位、核算标准、资金

分配方式等，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关系的调节作用。其次，在转移支付

制度设计中考虑数字经济因素。针对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两极分化”的不均衡发

展现状，可以考虑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纳入考量范围，合理确定转移支付比

例，有针对性地增加对数字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最后，鼓励地方利

用转移支付收入发展数字经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投

入和创新，积极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以促进本地区的数字化进程，增加数字产业

对本地税收的贡献，激发地方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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