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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两年前的榜单如今受到关注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引争议
《人民日报》称我国宏观税负低于发达国家，《福布斯》称该指数包含纳税人实际感受

锐读天下·视野

《福布斯》2009 年曾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该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
居全球第二。该份报告是否属实及合理，究竟要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税负水平，引起广大网友
热议，并被部分专家质疑。

19 日，《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对此文逐条回应。《福布斯》指出，“税负痛苦指数”包含了纳税人
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相关争议立刻引发广泛关注。

19 日，《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
“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
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
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
等。《人民日报》同时引用了《中国统计年鉴 2010 》、

《关于 200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0 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财政部网站、IMF
网站、OECD 网站等多方数据，并对中国社科院财
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等专家进行了采访，
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
高。

当天下午，《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
又对此文逐条回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健工
强调：“这个榜单的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各国

的税负之间寻找一个可以比较的尺度，因此对各
样本国家一视同仁地选取了各国政府通行的税种
和最高税率。”

相关争议也立刻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专家表
示，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 8 个月全国财
政收入 74286 . 29 亿元，同比增长 30 . 9% 。由此
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 10 万亿。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确实增长过快，减税势在
必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要结构
性减税，他指出，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对于小企
业、企业的创新活动还要给予税收优惠要尽量减
税；但同时也要有结构性增税，最典型的一个是
资源税；此外，特定税种也要有增有减。

《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将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
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的最高法定税率
进行加总，得出的总分为税收痛苦指数。

有观点认为，该统计方法在反映税负高低问
题上有几个重大缺陷：一，指数选取的名义税率
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往往比名义税率低。
二，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很小比例的纳税人，不

能反映一国居民的总体税负状况。三，简单相加的
假设前提是对每个税种赋予同等的权重，而这一假
设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

《福布斯》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非常
复杂，在这种复杂情况下，进行国际比较，总要
找一些国际上具备的共性进行比较，并且必须保
持一致性原则，存在不足的地方，但不能说它不
科学。

有专家指出，国际上统计宏观税负有两种口
径，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中
国与之相近的指标是“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
入”占 G D P 比重。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界定，政府收入包括四类：税收、强制性社
会保障缴款、赠与、其他收入，中国与此相近的指标
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两种计算口径下，我国税收负

担都低于美、日、德、法等发达国家。
《福布斯》指出，“税负痛苦指数”包含了纳税人

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优质的、让纳税人满意的公

共服务，这当然让国民欢迎。但实际上，中国实际税
率虽然低于名义税率，但纳税人能够感受到的公共
服务是欠缺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有专家指出，不应纠缠于税负高低，更应关注
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宏观税负关键不在于收多
少，而在于预算制度的完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改
善。“当一国财政的民生支出规模较小时，老百姓往
往觉得没有在政府的用税过程中直接受益，会感到
税负较重。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同时，不断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税收
的使用效率，使税款最大程度地做到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

《福布斯》认为，一般税率越高，纳税人越痛苦，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没必要争论。但“财政支出结
构需要更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点，很有道理。

焦点 1 税负痛苦指数的构成

焦点 2 税收负担统计口径

焦点 3 税负高低与痛苦程度关系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引发争议

为什么送孩子进国际学校?一些家长称：

“人脉要从小积累”

国际学校优势何在

Jason 就读于北京的一所国际学校，这里的每个人毕
业后都会出国读大学，唯一的区别只是去英国、北美还是
澳洲。以外语教学为主的国际学校，即便高价，报名者仍络
绎不绝。京沪的国际学校，从托管班、幼儿园、小学乃至初
高中，一年学费一般 20 万元以上。对“土生”新富阶层而
言，费用并不是问题。

与中国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相比，国际学校的确带有不
同寻常的优势。一所中加学校的樊老师告诉记者，他所在
的学校采用小班教学，每个班不超过 30 人。根据学生的需
求可在不同的年级开设诸多特长班，通常情况下，要求学
生钢琴过三级，学会四种泳姿，四五年级会开设马术课程。
这种多元化的教学吸引了众多家长。

但国际学校无压力的成长是否有益，仍需打个问号。
北京某留学咨询公司负责人王奇告诉记者，在加拿大，他
遇到过很多“小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在国内读了国际学
校，号称英语水平不错，能够接受全英文教学，但实际上上
课还是根本听不懂。”

“人脉要从小积累”

玩、买名牌是 Sying 对高中三年的最多回忆。Sying 来
自内蒙古，刚刚在北京的一所中加国际学校完成了她的高
中学业，准备下月去加拿大渥太华读大学。

对住校的 Sying 来说，在学校的开销并不大，“主要花
在了校外。”每逢周末，同学们常会三五成群去北京的高档
商场采购，晚上会去三里屯或后海泡吧，这似乎成了他们
主要的休闲方式。

在一些父母看来，私立贵族学校是人脉集散地，33 岁
的莉莉就是这样考虑，才省吃俭用将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国
际学校，“他们认识的这些同学朋友，以后都可能是总经
理、董事长，人脉要从小积累。”

“圈子”的风气也渐渐蔓延至青少年教育。马术俱乐部
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缩影。

在位于上海奉贤的松声马术俱乐部，记者见到了不少
前来参加“小骑士夏令营”的孩子。这些 8-14 岁的孩子将
在这里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每人收费 3600 多元，看似并
不十分昂贵，但却是有门槛的，他们的父母无一例外都是
松声马术俱乐部的会员。

对家长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这些运动培
养“贵族”气质。在松声俱乐部，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生活
老师照看，他们不需要打扫房间，衣服也会有专人帮他们
清洗收拾。而这些小学员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在家长眼中，
就是在共同学习未来一个特定社会圈子所需要的特定技
能，并提前与这个圈子里的其他成员融合在一起。

(据《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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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经济学者马光远 19 日表示，
税负和“税负痛苦”是两个概念。如果一国税负绝对值不是最高
的，但因为税收支出和老百姓没关系，痛苦指数自然高。

他认为，目前中国税负总体确实过重。数据显示，财政收入远
高于 GDP 和居民收入增速，而财政收入过快增长必然导致国富
民穷。“财政收入的增加当然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但国与民之
间不能差距太大，以前大家都吃土豆，现在的情况是国吃鲍鱼，民
吃稍好些的土豆。”在马光远看来，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
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目前不应该纠结在税收上，而应该考虑调整支
出结构，对此马光远认为调整支出结构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是两
个独立的问题，不应混淆。“税收太高肯定是不对的，在初次分配
中，国家拿得太多，这不合理。”马光远说。

“税负痛苦指数”榜单本是《福布斯》两年半前推出的榜单，如
今却引发一场论战，周健工认为，之所以该话题如此受关注，一是
因为今年原本个税改革等话题就很火热。而深层原因是纳税人意
识的觉醒。

周健工说，当我们交税的时候，关心税收用到了哪里，政府是
否有效利用、管理税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如何，税收支出
的结构、细节是否透明，这些都是纳税人意识觉醒后很自然会去
关注的内容。他认为，财税制度是一国核心制度，体现政府的基本
价值观。财税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是会被激烈争论的制度，没有任
何一国的财税制度会让所有人满意。他认为，眼下关键是要有一
个透明的、程序化的、通过财税制度的方式来表达不同利益集团
的利益的方式。这在中国是欠缺的。

(据《新京报》）

马光远：税负和税负痛苦是两个概念

周健工：需要一个透明的财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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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家长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这些
运动培养“贵族”气质，为进入“圈子”做准备。

马马光光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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