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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与再工业化双重视角下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的利弊审视

丛晓男

【内容提要】 　 在国际油价下跌、 石油出口萎缩等一系列外源性危机

的冲击下ꎬ 俄罗斯形成了新一轮石油税制改革的基调ꎬ 即下调石油出口税

并上调石油开采税ꎮ 本文提出应从税收和再工业化双重视角审视这一改革

的影响ꎮ 通过建立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发现ꎬ 新税改思路

具有较强的可行性ꎬ 下调石油出口税税率所造成的俄罗斯总税收损失不

大ꎬ 通过适度提高石油开采税税率即可予以弥补ꎻ 新税改使俄罗斯实际

ＧＤＰ 和福利水平均有所提升ꎮ 改革将刺激石油企业扩大石油产出量和出

口量ꎬ 导致俄罗斯经济对石油开采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ꎮ 同时ꎬ
税收负担将从石油产业链的上游向下游转移ꎬ 造成重化工业ꎬ 尤其是石油

加工业的产出量、 出口量大幅下滑ꎬ 不利于改善 “去工业化” 颓势ꎬ 这

成为新税改的重要潜在风险ꎮ 当然ꎬ 这也对俄石油加工业的现代化改造施

加了更大压力ꎬ 减量提质势在必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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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石油税制改革是俄罗斯现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ꎮ 俄罗斯是世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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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生产国之一ꎬ 石油在其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石油产业不仅是

俄罗斯的支柱产业ꎬ 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ꎬ 对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稳

定、 维持外债偿还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俄罗斯石油部门所承受的税

收负担远大于其他部门①ꎮ 自苏联解体以来ꎬ 俄罗斯对石油税制的修补未

曾间断ꎬ 多次对征税环节、 起征点、 税率进行调整②ꎬ 对促进能源经济发

展、 增加税收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在俄罗斯ꎬ 与石油生产流通相关的税

种主要包括出口税和开采税两种ꎬ 其中出口税是俄罗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

源ꎬ 对其石油出口价格影响较大ꎮ 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能带动俄罗斯石油出

口税的增长ꎮ 根据国际石油市场的供需变化ꎬ 俄罗斯定期调整石油出口税:
当油价处于相对高位时ꎬ 上调出口税ꎬ 处于相对低位时ꎬ 下调出口税ꎮ 这

一出口税调整模式是俄罗斯在体制转型发展过程中不断摸索而建立的③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 随着国际油价回落ꎬ 俄罗斯石油税制改革出现了

一种新的基调ꎬ 即降低石油出口税ꎬ 转而提高石油开采税④ꎮ 为区别以往

的税制调整ꎬ 此处称之为新一轮石油税制改革ꎬ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

这一改革的经济效应ꎮ
近年来ꎬ 在一系列外源性危机的胁迫下ꎬ 俄罗斯国内以石油开采税代

替出口税的改革呼声仍然很高⑤ꎮ 外源性危机直接表现为国际油价波动对

俄罗斯财政收入稳定造成的极大扰动ꎮ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开始的油价下跌态势

严重恶化了俄罗斯石油产业的外部经营环境ꎬ 使其出口税收入大减、 偿债

压力增大ꎬ 财政面临大面积危机⑥ꎮ 此外ꎬ 乌克兰危机引发了美国和欧盟

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ꎬ 且制裁环节主要针对作为俄罗斯经济命脉的油气产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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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ꎬ 使俄石油产业和国家财政进一步遭受沉重打击①ꎬ 更加暴露了能源出

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ꎮ 石油产业萎缩和石油出口税锐减迫使俄罗斯坚定

了新税制改革的思路ꎬ 即将征税环节逐步切换至开采端ꎬ 以填补出口税减

少带来的收入缺口并建立长期稳定的税源基础ꎮ
同时ꎬ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也有其内源性因素ꎮ 改革的基本逻辑是

寻求国家财政收入与石油产业发展之间的最佳平衡②ꎮ 俄罗斯政府与石油

产业界的出口税之争由来已久ꎬ 企业一方要求降低石油出口税ꎬ 以促进石

油产业发展ꎻ 政府一方则坚持提高出口税ꎬ 以保证国家的预算来源③ꎬ 这

种矛盾又集中表现为俄罗斯财政部与能源部的观点对立ꎮ 俄罗斯石油生产

企业普遍认为石油出口税过高ꎬ 过重的税收负担严重影响了企业石油生产

的积极性ꎮ 为防止石油产业的萎缩ꎬ 俄罗斯政府曾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通过特

别程序下调了石油出口税税率④ꎮ 能源部和石油生产企业对此并不满足ꎬ 要

求下调出口税的意愿仍很强烈ꎬ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石油企业建议政府进一步降低

石油出口税税率ꎮ 新税改的思路是清晰的: 一方面通过将出口税切换为开采

税ꎬ 使石油税收收入与外部需求环境脱钩ꎬ 规避国际石油市场波动对税收的

影响ꎬ 寻求更为稳定的税源ꎻ 另一方面则通过下调出口税ꎬ 降低石油企业的

税收负担ꎬ 扩大石油生产和出口规模ꎬ 继续稳步推进石油开采业发展ꎮ 新石

油税制改革基调的形成ꎬ 表明俄罗斯各界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ꎮ
然而ꎬ 本文认为ꎬ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的内源性因素并不限于石油产业发

展这一层面ꎬ 还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ꎬ 乃至再工业化的整体部署具有紧密联系ꎮ
石油开采业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非常大ꎬ 但长期依赖资源品生

产与出口也导致俄罗斯呈现 “去工业化” 颓势⑤ꎬ 制造业、 石油深加工业发

展整体滞后ꎬ 产出和吸纳就业能力较差ꎬ 工业现代化进程仍未完成⑥ꎮ 这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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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资源依附型经济模式意味着俄罗斯患上了严重的 “荷兰病”ꎮ 俄罗斯政

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对能源经济的过分依赖所带来的危害ꎬ 试图在稳定资

源品生产的基础上构建包括制造业、 石油深加工业在内的完整工业体系ꎬ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ꎬ 以实现国家再工业化ꎮ 因此ꎬ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

革的内源性问题绝非是单纯的石油产业发展问题ꎬ 还存在着 “去工业化”
这一重要但又被忽视的内源性衰退问题ꎮ 新石油税制改革势必带来石油

产业的消长ꎬ 进而通过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 要素禀赋跨部门流动等机

制对其他产业ꎬ 乃至再工业化产生重要影响ꎮ 这也意味着新石油税制改

革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石油产业自身ꎬ 还与更高层面的经济转型升级

具有紧密联系ꎮ
获得整体改革红利的最大化无疑是俄新石油税制改革的最终目的ꎮ 笔

者认为ꎬ 对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的研究需要从税收和石油产业发展的利

益平衡扩展到税收和再工业化的利益平衡层面ꎮ 换言之ꎬ 新石油税制改革

实际上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ꎮ
基于这一考虑ꎬ 俄罗斯新一轮石油税制改革将涌现一系列新问题: 税

改能否有效协调税收和再工业化的关系? 是否影响俄罗斯的税收收入? 对

再工业化有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为深入阐释上述问题ꎬ 本文拟在税收

与再工业化双重视角下ꎬ 通过定量方法全面分析和审视俄罗斯降低石油出

口税、 提高开采税的利与弊ꎮ
本文采用的技术路线是构建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ꎬ ＣＧＥ) 模型ꎬ 对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进

行模拟分析和解读ꎮ 该方法能够完整刻画经济系统中的税收关系ꎬ 充分反

映不同区域、 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ꎬ 规避单区域 ＣＧＥ 的小国假设

问题①ꎬ 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实现税收改革的多情景分析ꎮ 尽管模型本身包

含许多假设和限制条件ꎬ 与现实尚存在一定差距ꎬ 所得结论未必完全符合

实际情况ꎬ 但模型分析有助于理解俄罗斯石油税制改革的影响机理ꎬ 结果

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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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 奥尔洛夫曾采用单区域 ＣＧＥ 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税削减进行模拟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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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Ｖｏｌ ５０)ꎬ 但是ꎬ 单区域 ＣＧＥ 需要采用小

国假设ꎬ 即本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很小ꎬ 本国市场价格不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ꎬ 这

与现实存在较大距离ꎬ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石油出口大国而言更是如此ꎮ 多区域 ＣＧＥ 有

效弥补了这一缺陷ꎬ 使模拟结果具有更强的解释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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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构架与模型设计

本文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ＧＴＡＰ) 数据

库的基础上开发用于税制改革评估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拟系统ꎮ 模型沿用

了 ＧＴＡＰ 的基本假设和架构ꎬ 基于完全竞争、 贸易的阿明顿替代和规模报

酬不变假设ꎬ 采用全球尺度上的新古典主义闭合方式①ꎮ 模型体系主要包

括经济主体的行为方程和会计平衡方程两部分ꎬ 由于模型方程体系繁杂ꎬ
限于篇幅ꎬ 本文只给出税收体系的构成ꎬ 完整的非线性方程体系②和线性

方程体系③不再赘述ꎮ
对模型中的税收体系做如下解释ꎮ 政府可以在任一商品生产和流通环

节征税 (或补贴)ꎬ 所有税收都需要作为收入汇入区域账户中ꎮ 模型中共存

在 １１ 种不同类型的税收ꎬ 分别发生在以下环节: 产品生产 ( ｔａｘＶＯＭ) (包
括企业生产商品、 要素禀赋获得报酬)、 企业投入流动性要素禀赋 ( ｔａｘＥ￣
ＭＩ)、 企业投入非流动性要素禀赋 (ｔａｘＥＳＩ)、 企业中间投入进口品 ( ｔａｘＶＩ￣
ＦＡ)、 企业中间投入国产品 ( ｔａｘＶＤＦＡ)、 居民购买进口品 ( ｔａｘＶＩＰＡ)、 居

民购买国产品 (ｔａｘＶＤＰＡ)、 政府购买进口品 (ｔａｘＶＩＧＡ)、 政府购买国产品

(ｔａｘＶＤＧＡ)、 商品出口 (ｔａｘＶＸＷＤ)、 商品进口 ( ｔａｘＶＩＭＳ)ꎮ 区域 ｒ 的税收

总额 ＴＡＸ (ｒ) 为上述各税项之和:
ＴＡＸ (ｒ) ＝
∑

ｉ∈ＮＳＡＶ
[ＶＯＭ (ｉꎬ ｒ) － ＶＯＡ (ｉ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ＯＭ

＋ ∑
ｉ∈ＥＮＤＷＭ

∑
ｊ∈ＰＲＯＤ

[ＶＦＡ (ｉꎬ ｊꎬ ｒ) － ＶＦＭ (ｉꎬ ｊ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ＥＭＩ

＋ ∑
ｉ∈ＥＮＤＷＳ

∑
ｊ∈ＰＲＯＤ

[ＶＦＡ (ｉꎬ ｊꎬ ｒ) － ＶＦＭ (ｉꎬ ｊ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ＥＳＩ

—６７—

①

②

③

Ｔ Ｈｅｒｔｅ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Ｉｎ Ｐ Ｄｉｘｏｎ ａｎｄ Ｄ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 ｅｄ )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 Ｖｏｌ １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ꎬ ２０１３

丛晓男: «面向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的全球多区域 ＣＧＥ 建模、 开发与应用»ꎬ 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１２ 年博士毕业论文ꎮ
Ｔ Ｈｅｒｔｅ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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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ＴＲＡＤ

∑
ｊ∈ＰＲＯＤ

[ＶＩＦＡ (ｉꎬ ｊꎬ ｒ) － ＶＩＦＭ (ｉꎬ ｊ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ＩＦＡ

＋ ∑
ｉ∈ＴＲＡＤ

∑
ｊ∈ＰＲＯＤ

[ＶＤＦＡ (ｉꎬ ｊꎬ ｒ) － ＶＤＦＭ (ｉꎬ ｊ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ＤＦＡ

＋ ∑
ｉ∈ＴＲＡＤ

[ＶＩＰＡ (ｉꎬ ｒ) － ＶＩＰＭ (ｉ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ＩＰＡ

＋ ∑
ｉ∈ＴＲＡＤ

[ＶＤＰＡ (ｉꎬ ｒ) － ＶＤＰＭ (ｉ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ＤＰＡ

＋ ∑
ｉ∈ＴＲＡＤ

[ＶＩＧＡ (ｉꎬ ｒ) － ＶＩＧＭ (ｉ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ＩＧＡ

＋ ∑
ｉ∈ＴＲＡＤ

[ＶＤＧＡ (ｉꎬ ｒ) － ＶＤＧＭ (ｉ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ＤＧＡ

＋ ∑
ｉ∈ＴＲＡＤ

∑
ｓ∈ＲＥＧ

[ＶＸＷＤ (ｉꎬ ｒꎬ ｓ) － ＶＸＭＤ (ｉꎬ ｒꎬ ｓ)]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ＸＷＤ

＋ ∑
ｉ∈ＴＲＡＤ

∑
ｓ∈ＲＥＧ

[ＶＩＭＳ (ｉꎬ ｓꎬ ｒ) － ＶＩＷＳ (ｉꎬ ｓꎬ 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ｔａｘＶＩＭＳ

(１)

式 (１) 中ꎬ 方括号内的两项为征税前后的价值量ꎬ 两项之差即为税

额ꎮ 任何一个环节的税额变化都受征税前后的价格和产品数量变化的影

响ꎬ 因此当 ＣＧＥ 系统设置外生政策冲击时ꎬ 各项税收都会随之发生变动ꎮ
在石油税制改革的影响模拟当中ꎬ 尽管石油出口税和石油开采税的调整

分别发生在出口和生产 (石油开采税属于生产税) 两个环节 [式 (２)
和式 (３) 所示]ꎬ 但在复杂经济系统中ꎬ 改革将使所有环节的税收发生

一定变化ꎮ
不同国家或区域通过进出口贸易相互连接ꎬ 产品的离岸价格等于产品

的国内市场价格与出口关税 (补贴) 强度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ｄ ｖａｌｏｒｅｍ Ｔａｘ)
之比:

ＰＦＯＢ (ｉꎬ ｒꎬ ｓ) ＝ ＰＭ (ｉꎬ ｒ) / ＴＸ (ｉꎬ ｒ) / ＴＸＳ (ｉꎬ ｒꎬ ｓ) (２)
式 (２) 中ꎬ ＰＦＯＢ (ｉꎬ ｒꎬ ｓ) 表示商品 ｉ 从区域 ｒ 出口至区域 ｓ 的离岸

价格ꎬ ＰＭ (ｉꎬ ｒ) 表示商品 ｉ 在区域 ｒ 的国内市场价格ꎬ ＴＸＳ ( ｉꎬ ｒꎬ ｓ) 和

ＴＸ (ｉꎬ ｒ) 分别表示区分出口目的地和不区分出口目的地的出口关税 (补
贴) 强度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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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节征税后ꎬ 价格关系表示如下:
ＰＳ (ｉꎬ ｒ) ＝ ＰＭ (ｉꎬ ｒ) × ＴＯ (ｉꎬ ｒ) (３)

式 (３) 中ꎬ ＴＯ (ｉꎬ ｒ) 为区域 ｒ 对产品 ｉ 征收的生产税 (或补贴) 强

度ꎬ ＰＳ (ｉꎬ ｒ) 和 ＰＭ (ｉꎬ ｒ) 分别表示征收生产税之前的出厂价格和征收

生产税之后的市场价格ꎮ
注意ꎬ 模型中 ＴＸＳ (ｉꎬ ｒꎬ ｓ)、 ＴＸ ( ｉꎬ ｒ)、 ＴＯ ( ｉꎬ ｒ) 均未采用税率

(补贴率) 的表达形式ꎬ 而是采用税收强度 (补贴强度) 的形式①ꎮ 在模拟

石油相关税率变动的经济影响时ꎬ 必须将税率变动率转化为税收强度变动

率ꎮ 在本文模拟结果解释部分ꎬ 所有税收强度均已转换为税率方式ꎬ 以便

于理解模拟结果ꎮ
为便于对模型进行适应性修改ꎬ 同时也为了增强模拟器开发的自主性ꎬ

作者基于高级语言和计算脚本混合编程技术自主开发了政策模拟平台ꎮ 这

一政策模拟器摆脱了国外模拟器 ＧＴＡＰｉｎＧＡＭＳ② 和 ＲｕｎＧＴＡＰ③ 对于求解规

模和模型修改的限制ꎬ 并能根据问题特征任意设置区域和部门的归并方式ꎬ
增强了政策分析能力和适用范围ꎬ 适用于石油税制改革影响评估④ꎮ

三　 情景模拟结果

ＧＴＡＰ ９ ０ 数据库中包含 １４０ 个国家 (地区) 和 ５７ 个产业部门ꎮ 为有效降

低计算负荷ꎬ 需要对区域和产业部门进行归并设置ꎮ 将 １４０ 个国家或地区归并

为 ６ 个区域ꎬ 分别是俄罗斯、 欧佩克、 其他独联体国家、 中国、 欧盟和世界其

他地区ꎮ 这一分区方式能够较好地反映俄罗斯与主要经济体间的石油供需格局ꎮ
按 ＧＴＡＰ 默认的部门归并方式ꎬ 并将石油开采部门独立出来ꎬ 形成 １１ 个部门ꎬ
分别是粮食、 肉类、 石油、 其他采选业、 食品制造、 纺织服装、 轻工业、 重化

—８７—

①

②

③

④

Ｔ Ｈｅｒｔｅ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

Ｔ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ａｎｄＳ Ｐａｌｔｓｅｖꎬ ＧＴＡＰｉｎＧＡＭＳ ａｎｄ ＧＴＡＰ － Ｅ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ꎬ ２０００

Ｋ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Ｍ Ｈｏｒｒｉｄｇｅꎬ Ｈａｎｄｓ －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ｕｎＧＴＡＰ ａｎｄ ＷｉｎＧＥＭ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ＧＴＡＰ ａｎｄ ＧＥＭＰＡＣＫꎬ ＧＴＡ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ꎬ Ｎｏ １６３８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ꎬ Ｐｕｒｄ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３

丛晓男: «全球多区域 ＣＧＥ 模拟系统开发与应用———兼论政策模拟器的自主开

发»ꎬ «软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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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基础设施与建筑业、 交通通信业和其他服务业ꎮ 这一部门归并方式能够

较好地刻画俄罗斯的产业结构ꎮ 按上述方式归并后ꎬ ＣＧＥ 模拟系统中共包含方

程 ７５ 组、 ９ １１１ 个ꎬ 内生和外生变量共 ９７ 组、 １ ４１０ １ 万个ꎮ
模拟方案分为蓝、 黄、 橙、 红四种情景ꎬ 如表 １ 所示ꎮ 其中ꎬ 蓝情景

为基准情景ꎬ 表示俄罗斯只降低石油出口税ꎬ 没有其他配套税收改革政策ꎮ
将出口税削减幅度设置为 １０ 个百分点ꎬ 由于 ＣＧＥ 模型求解具有线性化特

征ꎬ 可将该情景模拟结果解释为ꎬ 石油出口税税率每降低 １０ 个百分点所产

生的经济影响ꎮ 黄、 橙、 红情景表示在基准情景基础上ꎬ 俄罗斯同时提高

石油开采税ꎬ 并以此使国家税收总额分别实现不变、 增长 ５％ 和增长 １０％
三种目标ꎮ 模型须实现闭合ꎬ 否则无法求解ꎮ 在蓝情景中ꎬ 石油出口税税

率下降幅度外生设置为 １０ 个百分点ꎬ 石油开采税税率外生固定不变ꎻ 在

黄、 橙、 红三种情景中ꎬ 石油出口税税率变动与基准情景一致ꎬ 但俄罗斯

的税收总额增长率分别外生固定为 ０、 ５％和 １０％ ꎬ 同时需要将石油开采税

税率设置为内生变量ꎬ 并通过模型求解得出ꎮ

表 １ 情景设置

模拟方案 情景意义 模型闭合设置

蓝情景
基准情景ꎬ 石油出口税降低
１０ 个百分点

石油出口税税率为外生变量ꎬ 且下降 １０
个百分点ꎻ 石油开采税税率外生固定不
变ꎻ 税收总额增长率内生

黄情景
在基准情景基础上ꎬ 通过提
高石油开采税ꎬ 使税收总额
不变

石油出口税税率为外生变量ꎬ 且下降 １０
个百分点ꎻ 石油开采税税率内生ꎻ 税收总
额增长率外生设置为 ０

橙情景
在基准情景基础上ꎬ 通过提
高石油开采税ꎬ 使税收总额
增长 ５％

石油出口税税率为外生变量ꎬ 且下降 １０
个百分点ꎻ 石油开采税税率内生ꎻ 税收总
额增长率外生设置为 ５％

红情景
在基准情景基础上ꎬ 通过提
高石油开采税ꎬ 使税收总额
增长 １０％

石油出口税税率为外生变量ꎬ 且下降 １０
个百分点ꎻ 石油开采税税率内生ꎻ 税收总
额增长率外生设置为 １０％

(一) 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

１ 税收影响

石油出口税是俄罗斯税收的重要命脉ꎬ 新石油税制改革关乎俄罗斯税

收和财政收入ꎮ 根据 ＧＴＡＰ 数据库计算ꎬ 俄罗斯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生产、
流动要素禀赋投入和出口三个环节ꎬ 三者分别占税收总额的 ２８ ９６％ 、
２４ ８１％和 ２０ ４７％ ꎬ 其他 ８ 类税收合计仅占 ２５ ７７％ ꎮ 石油出口税又是出口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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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主要来源ꎬ 占出口税总额的 ８５ ４％ ꎬ 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高达

１７ ４８％ ꎮ 因此ꎬ 石油税制改革将对俄罗斯税收收入产生重要影响ꎮ
在新一轮石油税制改革的影响下ꎬ 各征税环节的税收额都将发生变化ꎮ

尽管改革集中在石油出口税和石油开采税的调整上ꎬ 但由于经济系统存在投

入产出关系ꎬ 导致各环节的交易数量和价格水平发生一系列变动ꎬ 进而对所

有税种都将产生一系列影响ꎮ 表 ２ 给出了四种情景下俄罗斯各项税收的增减

情况ꎮ 在蓝情景中ꎬ 随着石油出口税税率的下降ꎬ 俄罗斯税收总额将下降

４７ ５８ 亿美元ꎬ 降幅达 ０ ７４％ꎬ 弹性值①仅为 ０ ０７４ꎮ 税收总额下降的主要原

因在于总出口税的减少ꎬ 减少额度达 ５１ ８６ 亿美元ꎬ 降幅达 ３ ９４％ꎮ 按照出

口商品的类别看ꎬ 出口税减少又主要源于石油和重化工业出口税的减少ꎬ 两

者分别减少 ３４ 亿美元和 １７ ８６ 亿美元ꎬ 其他商品的出口税变动较小ꎮ 在黄情

景中ꎬ 为了弥补石油出口税减少所带来的税收缺口ꎬ 俄罗斯必须将石油开采

税税率提高 ２ １３ 个百分点ꎬ 方能实现改革前后税收总额的平衡ꎮ 此时ꎬ 生产

税增长 ７８ ６７ 亿美元ꎬ 增幅达 ４ ２３％ꎬ 按不同产业部门看ꎬ 石油开采税增长

８０ ４ 亿美元ꎬ 是生产税增长的主要原因ꎬ 其他产业的生产税则有小幅下降ꎮ
在橙情景中ꎬ 在石油出口税税率降低 １０ 个百分点的情况下ꎬ 为保证税收总额

增长 ５％ꎬ 俄罗斯必须将石油开采税税率提高 １９ ３９ 个百分点ꎬ 此时生产税增

长 ５４１ ５３ 亿美元ꎬ 其中石油开采税增长 ６２３ ２６ 亿美元ꎮ 同样ꎬ 在红情景中ꎬ
若要确保税收总额增长 １０％ꎬ 石油开采税税率需要提高 ４３ ６４ 个百分点ꎬ 此

时ꎬ 生产税增长 １ ０１３ ８３ 亿美元ꎬ 其中石油开采税增长 １ １６６ １３ 亿美元ꎮ

表 ２ 俄罗斯各项税收变动情况

征税环节

蓝 黄 橙 红

税额变动
(亿美元)

变动率
(％ )

税额变动
(亿美元)

变动率
(％ )

税额变动
(亿美元)

变动率
(％ )

税额变动
(亿美元)

变动率
(％ )

ｔａｘＶＯＭ －０ ７３ － ０ ０４ ７８ ６７ ４ ２３ ５４１ ５３ ２９ １１ １ ０１３ ８３ ５４ ４９

ｔａｘＥＭＩ － ９ １７ － ０ ５８ － １６ ７５ － １ ０５ － ６０ ９１ － ３ ８２ － １０５ ９８ － ６ ６５

ｔａｘＥＳＩ ３ ３７ １４ ０６ ２ ２１ ９ ２１ － ４ ５８ － １９ ０６ － １１ ５０ － ４７ ９０

ｔａｘＶＩＦＡ １ １８ ２ ３０ １ １１ ２ １５ ０ ６７ １ ３１ ０ ２３ ０ ４４

ｔａｘＶＤＦＡ ４ ４８ ０ ７８ ５ ５５ ０ ９７ １１ ８０ ２ ０６ １８ １７ ３ １８

—０８—

① 弹性 ＝ 税收总额变动率 / 石油出口税削减幅度ꎬ 即石油出口税税率每削减 １ 个

百分点所导致的税收总额下降百分点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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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ｘＶＩＰＡ ２ ９９ １ ３７ １ ８７ ０ ８６ － ４ ７０ － ２ １６ － １１ ３９ － ５ ２３

ｔａｘＶＤＰＡ － ０ １０ － ０ ０２ － １ ２０ － ０ ２４ － ７ ６３ － １ ５０ － １４ １９ － ２ ７９

ｔａｘＶＩＧＡ ０ ０１ １ ５１ ０ ００ １ ００ － ０ ０１ － ２ ０３ － ０ ０２ － ５ １１

ｔａｘＶＤＧＡ ０ ００ － ０ ６０ ０ ００ － ０ ８８ － ０ ０１ － ２ ４６ － ０ ０２ － ４ ０７

ｔａｘＶＸＷＤ －５１ ８６ － ３ ９４ － ６６ ２２ － ５ ０４ － １４９ ９５ － １１ ４０ － ２３５ ３９ － １７ ９０

ｔａｘＶＩＭＳ ２ ２５ ０ ８０ １ １９ ０ ４２ － ４ ９８ － １ ７８ － １１ ２７ － ４ ０２

合计 － ４７ ５８ － ０ ７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２１ ２３ ５ ００ ６４２ ４７ １０ ００

在黄、 橙、 红三种情景下ꎬ 随着石油开采税税率的提高ꎬ 不同税种征

税额度呈现不同的变动态势ꎮ 其中ꎬ 生产税持续增加、 非流动性要素禀赋

投入税持续减少、 出口税持续减少是较为明显的态势ꎮ 生产税的大幅增加

主要源于石油开采税的贡献ꎮ 出口税持续大幅下滑则是由于随着石油开采

税税率的不断提高ꎬ 俄罗斯国内市场的石油价格上涨ꎬ 进而抬高了出口价

格ꎬ 导致石油出口额增长率从黄情景的 ６ ９％ 降至红情景的 ６ ７４％ ꎬ 最终

造成石油出口税减少ꎮ 非流动性要素禀赋投入税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石油开

采高度依赖于土地和自然资源两类非流动性要素禀赋的投入ꎬ 当石油开采

税提高ꎬ 石油产出量增长率从黄情景的 １ ６２％降至红情景的 １ ５４％ ꎬ 进而

对非流动性要素禀赋的投入需求减少ꎬ 导致此环节的税收持续下降ꎮ

图 １ 税收总额变动与石油开采税税率间的非线性关系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设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ꎮ 从其关注的税收调节

角度看ꎬ 在石油出口税税率降低 １０ 个百分点的情况下ꎬ 石油开采税税率只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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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升 ２ １３ 个百分点即可实现税收总额不变 (图 １ 的黄情景所示)ꎮ 然而ꎬ
通过提高石油开采税税率来扩大税收总额的政策效用将随着税率的升高而

下降ꎮ 由图 １ 可见ꎬ 石油开采税税率提升幅度越大ꎬ 税收总额增长幅度越

小ꎬ 即石油开采税对税收总额的贡献呈现边际递减的特征ꎮ
２ 贸易和产出影响

新石油税制改革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见表 ３)ꎮ 石

油出口税税率的降低使石油出口价格下降ꎬ 对中国、 欧盟、 世界其他地区

的出口价格下降幅度尤其明显ꎬ 对欧佩克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出口价格下

降幅度相对较小ꎮ 在蓝情景中ꎬ 俄罗斯石油出口至中国和欧盟的离岸价格

分别下降 ３ ５２％和 ２ ９１％ ꎮ 在黄、 橙、 红三种情景中ꎬ 随着俄罗斯石油开

采税税率的提高ꎬ 石油出口价格在蓝情景的基础上逐渐回升ꎬ 但整体仍有

较明显的下降ꎮ 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的下降推动其出口量增长ꎬ 其中对中国

和欧盟的出口量增长较为明显ꎬ 在蓝情景下分别增长 ２２ ３５％和 １０ ５６％ꎮ 对

欧佩克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石油出口量则有所下降ꎬ 但考虑到俄罗斯对这两

个地区的石油出口基数较小ꎬ 出口实物量的缩减有限ꎮ 随着石油开采税税率

提高ꎬ 出口价格下降幅度有所上升ꎬ 导致出口量增幅随之下降ꎮ

表 ３ 俄罗斯出口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石油价格和出口量变化 (％)

贸易指标 情景 欧佩克 其他独联体国家 中国 欧盟 世界其他地区

离岸价格

到岸价格

出口量

蓝 － １ １７ － １ ２０ － ３ ５２ － ２ ９１ － ２ ４７

黄 － ０ ７３ － ０ ７６ － ３ ０８ － ２ ４６ － ２ ０３

橙 － ０ ７０ － ０ ７３ － ３ ０５ － ２ ４３ － ２ ００

红 － ０ ６７ － ０ ７０ － ３ ０２ － ２ ４０ － １ ９７

蓝 － １ １７ － １ １３ － ３ ３８ － ２ ８０ － ２ ３９

黄 － ０ ７３ － ０ ７１ － ２ ９６ － ２ ３７ － １ ９６

橙 － ０ ７０ － ０ ６８ － ２ ９３ － ２ ３５ － １ ９３

红 － ０ ６７ － ０ ６５ － ２ ９０ － ２ ３２ － １ ９０

蓝 － ７ ３１ － ４ ９７ ２２ ３５ １０ ５６ １０ １２

黄 － ９ ６０ － ６ ３９ ２０ ３６ ９ １７ ８ ０１

橙 － ９ ７５ － ６ ４８ ２０ ２３ ９ ０８ ７ ８６

红 － ９ ９１ － ６ ５８ ２０ １０ ８ ９８ ７ ７２

注: 俄罗斯出口至欧佩克的石油极少ꎬ 且 ＧＴＡＰ 数据库中忽略了这部分石油的出口

运费ꎬ 因此ꎬ 出口至欧佩克的离岸价格和到岸价格变动率相同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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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还将对各产业部门的出口和产出造成重要影响ꎮ
除了石油开采部门外ꎬ 变动最为明显的是重化工业部门 (见表 ４ 和表 ５)ꎮ
在蓝、 黄、 橙、 红四种情景下ꎬ 重化工业出口额分别下降 １０ ７％ 、 １０ ４％ 、
１０ ３８％和 １０ ３６％ ꎬ 产出量分别下降 ５ ４６％ 、 ５ ３％ 、 ５ ２９％ 和 ５ ２８％ ꎮ
这意味着ꎬ 石油出口税的削减抑制了重化工业部门的出口和产出ꎬ 而石油

开采税的提高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萎缩态势ꎬ 但后者效果十分微弱ꎮ
石油出口税削减导致重化工业明显萎缩的机理可做如下解释: 石油出口税

的削减尽管使石油出口价格下降ꎬ 但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大却抬高了俄国内

市场价格 (在蓝情景中ꎬ 俄罗斯国内石油价格上升 ４ ３４％)ꎬ 由于重化工业ꎬ
尤其是石油炼制、 石油化工生产需要大量国产石油作为中间投入 (以价值量

计ꎬ 俄罗斯重化工业的中间投入中石油占比高达 ３８ ０８％ꎬ 其中国产石油又占

石油总投入的 ９９ ９５％)ꎬ 国内石油价格上升推高了重化工业的生产成本ꎬ 造

成产出价格上升 (在蓝情景中ꎬ 重化工业产出价格上升 １ ６８％)、 产出下滑ꎮ
加之ꎬ 因进口石油价格下降ꎬ 其他经济体的重化工业产品价格下降、 产出增

长ꎬ 俄罗斯重化工业进一步失去了国际竞争优势ꎬ 加剧了其产出和出口下滑

的态势ꎮ 提高石油开采税可以缓和重化工业部门产出和出口下降态势的机理

为: 提高石油开采税导致俄罗斯国内石油价格上涨、 产出量下滑 (蓝、 黄、
橙、 红四种情景中俄罗斯石油产出量增长率分别为 ２ ２３％、 １ ６２％、 １ ５８％
和 １ ５４％)ꎬ 要素禀赋从石油开采部门流入重化工业等部门ꎬ 一定程度上缓

和了因石油出口税削减所造成的重化工业产出和出口颓势ꎮ

表 ４ 俄罗斯各产业部门的国内市场价格和产出量变动 (％)

部门
蓝 黄 橙 红

价格 产出量 价格 产出量 价格 产出量 价格 产出量

粮食 － ０ １１ ０ ３７ － ０ ２８ ０ ６４ － ０ ３０ ０ ６６ － ０ ３１ ０ ６７

肉类 － ０ ０４ ０ ２９ － ０ ３４ ０ ４１ － ０ ３６ ０ ４２ － ０ ３８ ０ ４３

石油 ４ ３４ ２ ２３ ４ ７８ １ ６２ ４ ８１ １ ５８ ４ ８４ １ ５４

其他采选业 － ０ ４６ － ０ ６１ － ０ ５８ － ０ ３９ － ０ ５９ － ０ ３７ － ０ ６０ － ０ ３６

食品制造 － ０ ０４ ０ ２７ － ０ ３５ ０ ４８ － ０ ３７ ０ ４９ － ０ ３９ ０ ５０

纺织服装 － ０ ０５ ０ ２０ － ０ ３５ ０ ８４ － ０ ３７ ０ ８８ － ０ ３９ ０ ９３

轻工业 ０ １４ － ０ ３７ － ０ １１ ０ １３ － ０ １３ ０ １６ － ０ １４ ０ ２０

重化工业 １ ６８ － ５ ４６ １ ６６ － ５ ３０ １ ６６ － ５ ２９ １ ６６ － ５ ２８
基础设施与建
筑业

０ ５９ － ０ ５５ ０ ３６ － ０ ５０ ０ ３４ － ０ ５０ ０ ３３ － ０ ４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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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通信业 ０ ０４ ０ ０５ － ０ ３６ ０ １１ － ０ ３９ ０ １１ － ０ ４２ ０ １２

其他服务业 － ０ １４ ０ ３７ － ０ ５３ ０ ４７ － ０ ５６ ０ ４８ － ０ ５８ ０ ４８

表 ４ 还显示ꎬ 粮食、 肉类、 食品制造、 纺织服装等部门的产出会有小

幅增长ꎮ 但是ꎬ 这种增长并非来自需求侧的刺激ꎬ 而是供给侧投入的要素

禀赋的增加ꎮ 由于重化工业产出大幅下降ꎬ 要素禀赋流入受冲击较小的部

门ꎬ 使其产出增长ꎬ 但增长幅度较小ꎮ 综合产业结构变动来看ꎬ 新石油税

制改革整体上不利于俄罗斯推进再工业化进程ꎮ
新石油税制改革并不会使俄罗斯贸易平衡发生明显变化ꎮ 在蓝情景中ꎬ

石油出口税的削减降低了石油出口价格ꎬ 石油出口量大增ꎬ 出口总额和进

口总额分别增长 ０ ８８％和 １ ２３％ ꎮ 重化工业出口大幅下滑ꎬ 进口有较大增

长 (见表 ５)ꎬ 俄罗斯贸易顺差仅增加 ４ ０７ 亿美元ꎬ 增幅为 ０ ２１％ ꎮ 提高

石油开采税税率使其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有所下降ꎬ 在黄、 橙、 红三种情

景中ꎬ 俄罗斯出口总额增幅分别降至 ０ ５４％ 、 ０ ５１％ 和 ０ ４９％ ꎬ 进口总额

增幅分别降至 ０ ９４％ 、 ０ ９２％和 ０ ８９％ ꎬ 贸易顺差缩减额度分别为 ４ ０２ 亿

美元、 ４ ５７ 亿美元和 ５ １２ 亿美元ꎬ 降幅分别为 ０ ２１％ 、 ０ ２４％和 ０ ２６％ ꎮ
因此ꎬ 降低石油出口税税率并不会使贸易顺差显著增长ꎬ 提高石油开采税

税率也不会使贸易顺差显著减少ꎮ

表 ５ 俄罗斯各产业部门进口额、 出口额与贸易平衡变动 (％)

部门
蓝 黄 橙 红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粮食 ０ ７９ － ０ ０６ １ ３４ － ０ ２６ １ ３８ － ０ ２７ １ ４２ － ０ ２８

肉类 ０ ９８ － ０ １５ ２ ７１ － ０ ９５ ２ ８３ － １ ００ ２ ９５ － １ ０６

石油 ８ ０８ ３８ ９３ ６ ９０ ４０ ４８ ６ ８２ ４０ ５９ ６ ７４ ４０ ６９

其他采
选业

１ ０１ － ４ ０９ １ １５ － ４ １１ １ １５ － ４ １１ １ １６ － ４ １１

食品制造 ０ ５０ ０ ０５ １ ３８ － ０ ４１ １ ４３ － ０ ４４ １ ４９ － ０ ４７

纺织服装 ０ ８５ ０ ００ ２ ５４ － ０ ４４ ２ ６６ － ０ ４７ ２ ７７ － ０ ４９

轻工业 － ０ ３７ ０ １０ ０ ８７ － ０ ３２ ０ ９５ － ０ ３５ １ ０４ － ０ ３８

重化工业 － １０ ７０ ２ ９２ － １０ ４０ ２ ８７ － １０ ３８ ２ ８７ － １０ ３６ ２ ８７

基础设施
与建筑业

－ １ ９６ ０ ８３ － １ １５ ０ ３６ － １ ０９ ０ ３３ － １ ０４ 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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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通
信业

０ ２４ ０ ０６ ０ ９１ － ０ ６５ ０ ９６ － ０ ７０ １ ００ － ０ ７５

其他服
务业

０ ９６ － ０ １５ １ ９５ － ０ ８０ ２ ０１ － ０ ８４ ２ ０８ － ０ ８８

合计 ０ ８８ １ ２３ ０ ５４ ０ ９４ ０ ５１ ０ ９２ ０ ４９ ０ ８９

(二) 对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影响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一定影响ꎬ 但总体看

这一影响较小 (见表 ６)ꎮ 俄罗斯的贸易平衡受影响较小ꎬ 从实际 ＧＤＰ 和福

利水平两个指标看ꎬ 俄罗斯受益较为明显ꎮ 石油进口量较大的经济体将受

益于俄罗斯石油出口税的削减ꎬ 但受益程度十分有限ꎬ 中国和欧盟的受益

程度相对明显ꎬ 表现为贸易平衡的微小改善、 实际 ＧＤＰ 和福利水平的小幅

提高ꎮ 当俄罗斯石油开采税税率提高时ꎬ 中国和欧盟的受益程度有所下降ꎮ
同为石油输出地的欧佩克受俄罗斯石油出口税削减政策的负面影响相对明

显ꎬ 表现为贸易平衡、 实际 ＧＤＰ 和福利水平的小幅下降ꎬ 其原因在于欧佩

克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份额受到俄罗斯一定程度的挤占ꎮ 俄罗斯虽是世界

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ꎬ 但其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比重并不很大ꎬ 因此ꎬ
其税制改革对全球经济影响也相对有限ꎬ 对欧佩克也未构成实质性冲击ꎮ

表 ６ 各主要经济体贸易平衡、 实际 ＧＤＰ 和福利水平变动情况

经济指标 情景 俄罗斯 欧佩克
其他独联
体国家

中国 欧盟
世界其他

地区

贸易平衡
(亿美元)

实际 ＧＤＰ 变动
(％ )

福利水平变动
(％ )

蓝 ４ ０７ － ５９ ０１ － ４ ６０ ２３ ０７ １０ ４９ ２５ ９８

黄 － ４ ０３ － ４８ ９６ － ３ ９１ ２１ ９８ ９ ８２ ２５ １０

橙 － ４ ５７ － ４８ ２８ － ３ ８７ ２１ ９１ ９ ７７ ２５ ０４

红 － ５ １２ － ４７ ６０ － ３ ８２ ２１ ８３ ９ ７３ ２４ ９８

蓝 ０ ４６５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黄 ０ ３６６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橙 ０ ３５９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红 ０ ３５２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蓝 ０ ２８２ － ０ ７２６ － ０ ５５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６

黄 ０ ２０４ － ０ ６０６ － ０ ４６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橙 ０ １９９ － ０ ５９８ － ０ ４６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红 ０ １９３ － ０ ５９０ － ０ ４５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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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多区域 ＣＧＥ 模型对俄罗斯新一轮石油税制改革的税

收、 贸易和经济影响开展了多情景分析ꎮ 研究表明ꎬ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

革将对其自身产生重要影响ꎬ 且利弊相杂ꎬ 税制改革仍需考虑税收稳定和

再工业化这两方面的约束ꎮ 同时ꎬ 新税制改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ꎮ
(一) 新税制改革思路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既需要达到稳定税收的直接目的ꎬ 也需要综合

权衡税收、 贸易平衡、 ＧＤＰ 和福利水平等不同指标ꎮ 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

影响看ꎬ 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不大ꎮ
首先ꎬ 降低石油出口税并不会显著减少俄罗斯的税收收入总额ꎬ 模拟

显示出口税税率下调 １０ 个百分点ꎬ 税收总额仅下降 ０ ７４ 个百分点ꎮ 况且ꎬ
石油出口税税率削减所造成的税收损失可通过适度提高石油开采税弥补ꎬ
模拟表明石油出口税税率下调 １０ 个百分点ꎬ 只需将石油开采税税率提高

２ １３ 个百分点便可维持税收总额平衡ꎮ
其次ꎬ 政府和石油企业可以实现双方目标的帕累托改进ꎮ 长期以来ꎬ

俄罗斯为保证税收对石油课以较高的出口税ꎬ 对石油企业扩大出口形成较

大阻力ꎬ 造成石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对峙ꎮ 俄罗斯新一轮石油税制改革能

够在维持政府税收基本平衡的前提下ꎬ 降低石油企业的出口价格、 扩大石

油出口量ꎬ 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帕累托改进ꎬ 符合石油企业的改革期望ꎮ
最后ꎬ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ꎬ 新税制改革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ꎮ 俄罗斯

将整体受益于石油税制改革ꎬ 表现为实际 ＧＤＰ 和福利水平的较大幅度

提升ꎮ
从这三方面看ꎬ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具有较强的可行性ꎮ
(二) 不利于俄罗斯推进再工业化

自苏联解体以来ꎬ 俄罗斯经济陷入 “去工业化” 的泥沼ꎬ 重化工业勉

强维持、 轻工业发展缓慢的态势仍无显著改善的迹象ꎬ 轻工业品消费仍需

大量进口ꎬ 对外依存度较大ꎮ 国民经济对石油、 天然气等资源品的依赖程

度不断加深ꎬ 油气资源在税收、 就业、 福利水平方面贡献巨大ꎬ 导致俄罗

斯经济患上了严重的 “荷兰病”ꎮ
俄罗斯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 “去工业化” 所带来的危害ꎬ 目前正积极

—６８—



　 Россия / 俄罗斯

推进国家再工业化ꎮ 一方面加快发展轻工业、 优化产业结构ꎬ 另一方面大

力发展石油深加工业ꎬ 减轻对石油的过度依赖ꎮ 俄罗斯石油产业发展与国

家再工业化具有紧密联系ꎬ 有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ꎬ 指出国际石油需

求的减少尽管在短期内会造成俄罗斯经济下滑ꎬ 但长期则有利于俄罗斯经

济的增长①ꎬ 其原因即在于石油出口需求的下降会促进俄罗斯摆脱石油依

赖症ꎬ 推动其他产业ꎬ 尤其是制造业发展ꎮ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利弊之争的本质是在应对短期外源性冲击和

长期内源性衰退之间的权衡上ꎮ 短期外源性冲击即国际油价波动和国际

经济制裁所带来的税收不稳、 财政风险加大ꎬ 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俄罗斯

新石油税制改革的初衷ꎻ 长期内源性衰退则是指俄罗斯内部产业结构失

衡问题ꎬ 主要表现为非石油部门发展乏力ꎬ 再工业化进程缓慢ꎮ 从短期

看ꎬ 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不仅有利于稳定税收ꎬ 还有利于扩大石油出

口、 增加 ＧＤＰ、 提升福利水平ꎮ 然而ꎬ 从长期看ꎬ 将对俄罗斯的再工业

化进程形成一定挑战ꎮ
必须看到ꎬ 新石油税制改革所带来的贸易和经济改善均得益于石油

出口量的扩大ꎬ 石油开采在俄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ꎬ 这将导致

俄罗斯经济对原油开采与出口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ꎬ 对推进再工业化、
破解 “资源诅咒” 难题形成了新的障碍ꎮ 同时ꎬ 由于外部石油需求增大

和开采税税率提高ꎬ 俄国内石油价格反而上升ꎬ 对石油需求量较大的重

化工业ꎬ 尤其是石油深加工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冲击ꎬ 导致其产出量、 出

口量大幅下滑ꎮ
石油开采税的提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石油产业的优势地位ꎬ

但这种调整效果十分微弱ꎬ 不足以改变石油出口税削减对产业结构带来

的扭曲ꎮ 俄罗斯在 «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 和 «２０３５ 年前俄罗斯能

源战略草案» 中多次强调要建立创新高效的能源行业ꎬ 实现由资源出口

国转变为创新发展型国家ꎬ 但新税制改革将不利于转型发展目标的实现ꎮ
再工业化进程受阻将成为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不得不考虑的挑战ꎮ

针对重化工业萎缩的问题ꎬ 俄罗斯可能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ꎬ 提高对

石油深加工产业的扶持力度ꎬ 以规避国内石油价格上涨和国外同类产品竞

争所带来的负面冲击ꎮ 另外ꎬ 对石油加工业采取减量提质策略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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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坡岭、 肖影、 刘来会: «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性质及展望»ꎬ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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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ꎬ 通过压缩小型炼油厂数量、 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减少燃料油产量ꎬ
提高原油加工深度ꎬ 推进石油加工业的现代化改造ꎮ

就出口税削减的时序安排而言ꎬ 为防止大规模降税带来的负面刺激ꎬ
俄罗斯很可能采取逐年下调的方式①ꎬ 留给经济系统充分的调整时间ꎬ 以

缓慢消化降税冲击ꎮ 此外ꎬ 国际油价波动仍然是俄石油出口税削减幅度的

重要指示器ꎬ 俄罗斯对此次税制改革留有机动空间ꎬ 一旦国际油价企稳回

升ꎬ 石油出口税削减步伐也将放缓ꎮ
(三) 改革对全球经济影响有限

在不明显增加石油税收的前提下ꎬ 俄罗斯开展石油税制改革能显著降

低其石油出口价格ꎮ 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的下降将使欧佩克等世界主要石

油生产组织的油价出现小幅下降ꎬ 部分出口量为俄罗斯所替代ꎮ 世界主要

石油进口国ꎬ 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ꎬ 将从石油价格下降中获利ꎬ 其石油进

口量明显增加ꎮ
但是ꎬ 从贸易平衡、 实际 ＧＤＰ 和福利水平等指标看ꎬ 中国和欧盟的受

益程度并不显著ꎮ 当然ꎬ 俄罗斯可能会根据出口目的地的不同采取差异化

的出口税减税策略ꎮ 例如ꎬ 由于欧盟参与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ꎬ 俄罗斯

对欧盟的石油出口税削减可能不会太积极ꎬ 欧盟的受益程度也将随之下降ꎮ
尽管欧盟会以俄罗斯违反 ＷＴＯ 规则为由反对其设置不同的石油出口税ꎬ 但

俄罗斯以石油产出地域、 质量不同而将其认定为不同商品的理由也难以

辩驳ꎮ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ꎬ 也是俄罗斯新石油税制改革的受益

者之一ꎮ 此次税制改革将推进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的下降ꎬ 并间接促进国

际油价的微幅下降ꎬ 油价的低位运行使中国石油进口成本和石油化工行业

成本降低ꎬ 减少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ꎬ 也有利于抑制成品油消费在总消

费中的比重ꎬ 对扩大最终消费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ꎮ 但整体而言ꎬ 中国受

益程度有限ꎮ
(责任编辑: 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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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财政部税务与海关费率政策司司长伊利亚特鲁宁称ꎬ 为避免市场发生剧烈

波动ꎬ 可能会采用逐年下调的方式取消出口税ꎬ 年降幅预计不超过 ２ ~ ３ 个百分点ꎮ «俄

财政部计划逐步取消石油出口税»ꎬ ｈｔｔｐ: / / ｒ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５ / ２０１３
０５００１１０６９３ ｓｈｔｍ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