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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应该从财政收入和调控进出口贸易两方面来定性、定量地研究关税问题。在

均衡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关税的收入效应, 用关税收入限定的国内提供曲线族 (HRC ) 对关税效应分析的

M eade 技巧做了改进, 使一般均衡分析中关税收入效应和关税税率明确化, 用 HRC 分析了最佳关税和最大

收入关税, 研究结果更具有一般性。对 HRC 曲线与国外提供曲线的低位置交点给出了正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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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 r develop ing coun try, the p rob lem s of cu stom s du ty shou ld be studied

qualita t ively and quan t ita t ively in tw o aspects: f inancia l incom e and con tro l of inpo rt2expo rt.

Based on the equ ilib rium model, the incom e effect of the cu stom s du ty w as analysed. T he

M eade sk ill by w h ich the cu stom s is being analysed, w as impoved. T hu s, by u sing the

impoved m eade sk ill the analysis of cu stom s effect and the cu stom s rate in the equ lib rium

analysis is becom e mo re clear. T he op t im al cu stom s and the m ax im um incom e cu stom sdu ty

w ere analysed by u sing HRC. T he in tersect ion po in t of the HRC cu rve and the fo reign

p rovid ing cu rve w as co rrect ly exp la 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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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经济学作用表现在调节国内经济和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两个方面, 对关税的研究也

就此分为两大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关税的财政收入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目前关税政策的

制定也综合考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 因此有必要对关税的经济收入效应以及“税收 税率”

关系进行理论研究。本文中主要从均衡理论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旨在讨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

途径。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分析关税的经济效应时采用几何图形分析方法。几何图形分析方法以



A. M arshell 和 F. Y. Edgew o rth 提出的提供曲线 (O ffer Cu rve) 为基础, 后由 J. E. M eade 加以

完善, 被称为M eade 技巧[1, 2 ] , 其主要作用是对征收关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较为客观的

定性、定量分析。笔者拟对M eade 技巧进行改进, 主要从关税水平和关税收入的角度来论述和

探讨这一问题, 关税的其他各种效应参见文献[ 1 ]。

1　关税效应的均衡分析

从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两方面进行分析, 注重于关税的收入效应。

111　关税效应的局部均衡分析

关税效应的局部均衡分析基于典型的“2 1”模型 (两个国家进行一种商品贸易) , 根据本

国进口数量能否改变出口国 (世界)商品价格, 区分为大国模型和小国模型 (图 1)。

图 1 (a) 中, D D 和 S W S W 分别是征收关税前的国内需求和进口供给曲线, 设均衡点 E

对应的贸易价格为 P E。在对进口商品征收税率为 Σ的从价关税后, 国内价格 (P H )与国外价格

(PW )产生分离, 新均衡点为 E′, 关税税率可表示为 Σ= (P H - PW ) öPW。图中阴影部分面积表示

关税收入R , R = Q E′(P H - PW ) = Q E′×Σ×PW , 关税税负由消费者和国外供给者共同承担, 份额

由过 E 点水平线分成的两部分面积确定, 即与进口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相关。

小国是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接受者 (P rice T aker) , 图 1 (b) 可视为大国模型在国外供给为

完全弹性的特殊情况。图中S H S H 为国内生产者供给曲线。在均衡点E 征收税率为 Σ= (P H -

PW ) öPW 的从价关税后, 国内总供需达到新的平衡 (E′)。阴影面积表示的关税收入R = (Q 2-

Q 1) (P H - PW ) = ∃Q ×Σ×PW , 关税税负完全前转, 由国内消费者承担。

(a)大国模型 (b)小国模型

图 1　关税效应的局部均衡分布

112　关税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

一般均衡分析 (Genera l Equ ilib rium A nalysis) 以“2 2”模型 (2 个国家 2 种商品) 为基础,

亦可分为大国模型和小国模型 (图 2①)。图 2 (a)中O H 和O F 分别为本国和国外的提供曲线,

E 为无关税均衡点,O E 为均衡条件线。

若用 p , Π分别表示出口品与进口品的国内比价和国外比价, 均衡条件下满足 p = Π=

O X E öOM E。本国对进口品征收税率为Σ= CE′öX E′C 的从价关税后, 国际贸易条件线O PW 和国

内贸易条件线O P H 变成O P ′W 和O P ′H , p = O X E′öOM E′, Π= O X E öX E′C , CE′是用进口品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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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本国生产可能性曲线或转换曲线 (P roduction Po ssib ility Curve o r T ransfo rm ation Curve) 直接导出的

一般均衡图参见文献[1 ]。从关税水平和关税收入的角度分析关税作用, 则图 2 更为清楚。



(a) 大国模型 (b) 小国模型

图 2　关税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

示的关税收入, 本国消费者和国外供给者分别负担CA 和A E′部分的关税, 份额大小取决于国

内和国外的供给价格弹性。可以证明, p = Π(1+ Σ) , 或 Σ= (p - Π) öΠ; 随着关税水平的提高, E′

点位置沿O F 曲线下降, 关税收入 (CE′) 呈上凸曲线变化, 国内、国际贸易条件线的斜率差增

大。

一般均衡分析的小国模型中 (图 2 (b) ) ,O F 是一条射线, PW 不因本国征收关税而改变, 税

负完全由国内消费者承担。小国模型是大国模型的一个特例, 关税水平分析同上。

2　一般均衡分析中的最佳关税问题

图 3　最佳关税图解

最佳关税的确定是均衡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

贸易大国, 提高关税税率能够改变其贸易条件, 从而提高

本国的福利水平, 但同时也会因减少贸易量而降低福利

水平。从理论上说, 这两个不同方向变动过程的配合中总

存在着一个关税水平使本国的福利水平为最高, 这一关

税水平即最佳关税 (Op t im um T ariff) , 也称为最适度关

税。利用均衡模型可以导出最佳关税率等于进口供给弹

性的倒数, H. G. John son 较早关注了这一问题[2 ]。图 3 为

最佳关税图解。在图 3 所示的均衡条件下, E. J. R ay [3 ] , E.

Tow er 等人[4, 5 ]对最佳关税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图 3 中 I I 是通过均衡点 E 的本国贸易无差异曲线 (T rade Indifference Cu rve) , 与O F

有 2 个交点 (E , T ) , 两交点之间的弧线 E T 即是本国的适度关税范围[6 ]。随着关税水平的提

高, 本国提供曲线向下移动,O H
3 与O F 相交于 E

3 点, 在此点国外提供曲线O F 与本国的贸易

无差异曲线 I
3

I
3 相切。 I

3
I

3 是国外提供曲线不变时本国所能达到的最高贸易无差异曲线,

对应的关税水平即为最佳关税。

3　用于一般均衡分析的改进M eade 技巧

前述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均以分析关税的调控作用, 特别是分析多个经济变量的调控结果

为目的, 关税收入仅仅作为一个派生结果, 关税水平的表达也不直观。笔者从关税水平和关税

收入的角度改进了M eade 技巧, 用关税收入限定的国内提供曲线 (R evenue2con stra ined Ho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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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fer Cu rve, 以下记为HRC) [4 ]进行关税水平对关税收入调控过程的一般均衡分析, 它将图 2

的一般均衡分析图形进行了扩展。

311　HRC 曲线族及最大收入关税的求取

图 4　HRC 曲线

图 4 为HRC 曲线, I I 是通过点 E 的本国贸易无差异曲

线。在纵坐标轴O X 方向上确定一点X , 过X 做本国贸易无差

异曲线组的切线, 如 X D , 得到一系列切点, 切点轨迹就是

HRC。这时, 射线 X D 是国内价格线, 其斜率为 p , O X 即是以

本国出口品数量表示的关税收入。沿着射线方向向下移动X

点, 关税收入增大, HRC 位置降低, 对于不同的 X 点, 可以得

到一组HRC, 显然HRC 与 X 点的位置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图 5 为基于HRC 曲线族的一般均衡分析。图 5 中, 国内贸

易无差异曲线 I
3

I
3 与O F 曲线相切, 经过切点 E

3 的切线

X E
3 及相应的HRC3 对应的关税水平即为最佳关税。在X

M 处获取的HRCM 与O F 相切于 E
M

图 5　基于 HRC 的一般均衡分析

点, O X
M 是 最 大 收 入 关 税 (M ax im um R evenue

T ariff)。E. Tow er 已经证明[4 ] , 最大收入关税对应的

关税水平不同于最佳关税水平, 在满足国内贸易无差

异曲线严格上凸及国外提供曲线具有一阶导数的条件

下, 最大收入关税对应的关税水平将高于最佳关税水

平。这可以从曲线HRC3 和HRCM (图 5)明显看出。

下面讨论HRC 曲线族的性质。O X 线上任一点对

应着以本国出口品数量表示的关税收入, 则每一条

HRC 对应一个关税收入水平, 2 条HRC 之间不相交。

笔者用反证法证明了这一结论:

若 2 条 HRC 交于 1 点, 则过交点 C 的国内贸易

无差异曲线 IC IC 在交点处对应 2 个不同的关税水

平, 具有 2 个不同的斜率, 即与国内贸易无差异曲线严

格凹的公设相矛盾。故 2 条HRC 之间不能相交。

据此, 从O X 轴上一个关税收入水平出发, 就可以考察它对应的贸易均衡状态。

注意到 p = O X öOM , 以同样的分析方法, 可用本国的进口品数量来衡量关税水平。具体过

程与上面相似, 仅需在OM 射线上选定点M , 转动射线 X M 做出HRC 曲线组, 则关税收入以

线段OM 表示出来。

312　关税税率的求取

根据前面的分析, 可以得到国内贸易比价 p = Π(1+ Σ) , 关税税率 Σ= (p - Π) öΠ。在图 5 中,

做射线O Z 与横轴成 45°角, 通过第二象限的转换关系, 可在第三象限得到关税税率的直接表

达。ON
3 是 HRC3 对应的以本国出口品数量计的进口总额,N

3
X 线的斜率即是税率, 其余

HRC 位置亦然。随着平衡点 E 趋近于原点O , 税率单调增加。

对于HRC, E. Tow er 只述及了它与O F 曲线位置较高的一个交点, 如图 5 中的 E
3 点。借

助二、三象限转换求税率的方法, 容易分析出同一条HRC 的 2 个交点具有相同的关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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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置交点的经济含义是, 它相对于高位置交点具有较高的税率, 高税率较多地限制进口使税

基减少, 从而出现“税收 税率”拉弗曲线 (L affer Cu rve)关系。

当关税收入超过O X
M 时 (图 5) , HRC 低于HRCM , 如图 5 中的HRCL , 它与O F 曲线没有

公共点。Tow er 认为, 此时在任何比价水平上世界都处于长期的需求过剩状态 (⋯ the w o rld is

in a sta te of ch ron ic excess dem and at any p rice ra t io)。笔者认为, 该解释具有不合理性。这是

因为, 低于HRCM 亦即与O F 曲线无公共点的HRC 意味着在任何价格水平上都不能达到贸

易平衡, 高于O X
M 的关税收入水平是一种理论和实际中都不能达到的状态, 只具有贸易理论

分析方面的价值。准确地说, Tow er 的解释实际上仅适于O F 曲线O E
M 段上可能形成的贸易

平衡点, 即上述位置交点。

4　结束语

1) 对关税收入限定的国内提供曲线族 (HRC) 的性质进行分析, HRC 曲线之间不具有交

点。文中对关税效应分析的M eade 技巧做了改进, 一方面可以使一般均衡分析中关税收入效

应和关税税率的表达更加明确和直观, 另一方面可以从图解中直接表达出关税收入与税率之

间的拉弗曲线关系。这一结果比现有的研究结果更具有一般性。

2) 文中对HRC 曲线与国外提供曲线的低位置交点和位置低于最大收入关税的HRC 曲

线给出了正确的解释。Tow er 等人的结论只适合于HRC 曲线与国外提供曲线的低位置交点,

位置低于最大收入关税的HRC 曲线只具有理论分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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