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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 1999年回归以来，以博彩业为主的澳门地区税收收入增长可观，既为
政府财政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也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然而，2015年澳门博彩业迅
速下滑引起对澳门经济发展的反思。基于回归以来澳门税收收入变化的基本经济特征
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提取澳门税收收入的影响变量，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深入探究税收
收入的内在影响机制。对此，本研究认为应立足于稳定博彩业并发展多元化产业，抓住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促进税收融合，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优化财政储备，
以推动澳门经济税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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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年回归以来，澳门开放内地个人港澳

自由行、参与“一带一路”、“粤澳自贸区合作”与“粤

港澳大湾区”等建设，拓展对外合作与适度多元化

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纵观澳

门地区 20 年税收数据，税收收入各项指标出现了

周期性波动，以博彩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弊端凸显。

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宏观政策调

控的主要手段，与一国或地区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密切相关。同时，影响一个地区税收增长的因素是

多元的，税收增长与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综合消

费物价指数、财政支出及税制结构息息相关。本文

以澳门回归 20 年来的税收数据为基础，分析澳门

税收收入变化的特点，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并进行计

量分析，以深入探究澳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存

在的问题，旨在营造澳门地区良好的税收环境，促

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回归以来澳门税收收入增长的现状

分析

1.税收总额扩大，在财政收入中占比逐步提高

自回归以来，澳门税收收入总额整体呈不断增

加趋势。在 1999年 -2014 年，税收收入由 6483000

千澳门元提高到 153863755 千澳门元，扩大了

23.73倍。2015年内地经济进入新常态，澳门博彩业

收入下滑，2015年、2016年分别同比下降 31.85%和

4.55%。2017年澳门税收收入有所回升，但收入总额

仅为 117420343 千澳门元，相比 2014 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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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43421千澳门元，但与 1999年相比依旧增长了

17.11倍。随着澳门税收收入总量的扩大，税收收入

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不断增长（如图 1），由 1999年

的 38.26%增长到 2017 年的 92.92%，扩大了 2.43

倍，税收收入巨大的总量规模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

有力保障。

2.税收收入增速整体高于 GDP增速，呈现周期

性波动

图 2 是 1999年 -2017年澳门税收收入增长率

及 GDP增长率变化趋势图，1999 年 -2012 年两者

呈正增长趋势，且税收收入增长率整体高于 GDP增

长率。其中，2005年 GDP增速高于税收收入增速，

主要受 2004 年 CEPA（《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签订的影响。协议规定内

地对原产于澳门的 273项进口货物实施零关税，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澳门税收收入的来源，但零关税的

实施使内地与澳门经济往来更加频繁，贸易自由化

刺激澳门经济发展，整体带动税收收入增加，故税

收收入增速短暂低于 GDP增速后又逐渐提高。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澳门金融产业进入低增

长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澳门实体经济下滑，GDP

增速仅为 2.21%，税收收入增长率为 -0.93%，自

1999年以来再次出现负增长。金融危机期间，中央

政府积极采取对策帮助港澳地区度过难关，澳门地

区也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并于 2009年 -2015年

期间与内地签订了 5项 CEPA①补充协议、广东协

议、服务贸易服务协议等。在内地政府的全力支持

下，澳门经济逐渐回暖。然而，2015年，随着内地经

济转型升级，澳门经济也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一方

面，“黄山跑路”、“多金事件”等给澳门博彩业带来

了资金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内地反腐反洗钱政策、

澳门博彩业贵宾厅制度弊端凸显及“坏账”增加导

致博彩中介运营压力增大。澳门博彩业收入自 2014

年 6月开始呈下滑趋势，到 2015年持续呈现负增

长。以博彩业为支撑的澳门经济大幅度萎缩，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为 -18.06%，税收收入严重下滑，增速

为 -31.85%，两者均为历年来涨幅最低。

3.税收弹性系数波动较大

税收弹性系数是税收学中衡量税收与国民经

济之间关系的指标，它反映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敏

感程度，通常用 ET表示，其中 ET=(△T/T)/（△Y/Y）′，

即税收收入变动率与 GDP变动率的比值。税收来源

于经济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经

济学界一般认为值为 0.8-1.2 较为合理，随着我国征

管手段不断完善，目前普遍认为 1.0-2.0 较为合理②。

图 2 1999年 -2017年澳门税收收入增长率及 GDP增长
率折线图

税收天地

图 1 1998年 -2017年澳门税收收入及其在财政收入中占
比趋势图

①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http://tga.
mofcom.gov.cn/article/zt_cepanew/）
②税收弹性系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E%E6%
94%B6%E5%BC%B9%E6%80%A7%E7%B3%BB%E6% 95%B0/
4019279?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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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2017年澳门税收收入弹性整体波动较大，

1999 年 值 为 1.4，2001 年 达 到 历 年 最 高 值

8.94，2000 年 -2003年 ET值均大于 2.0，之后逐步

调整下降。尤其是 2015、2016年 ET税收收入减少

导致 2016年值骤降至 -115.21，降幅高达 66.46%。

总体而言，除 2005年和 2009年外，1999年 -2011

年 ET值均大于 1，即税收收入增长速度高于 GDP

增长速度。2011 年 -2014 年，澳门地区税收收入平

稳增长，ET值均小于 1。可见，澳门地区税收收入整

体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敏感。

4.宏观税负水平升中有降，处于较合理水平

宏观税负是指一国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

或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它反映了税收收入增长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周期性，一般有小口径、中口径和大

口径三种计算标准，本文采用小口径计算标准（税

收收入 /GDP）来表示宏观税负水平。由图 2可知，

2011 年之前，税收收入增长率和 GDP增长率之间

的差距较大，2011 年之后两者差距逐渐缩小，两条

曲线基本重合。结合图 3，回归以来澳门宏观税负水

平由 1999年的 12.5%增长到 2011 年的 37.56%，此

后逐渐下降至 2017年的 28.94%。2017年全国小口

径宏观税负水平为 17.59%，澳门宏观税负水平高于

全国一般水平，但却比较合理。一般认为经济社会

发展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剩余是税收得以产生的基

础，因此大多数发达地区税收占 GDP比重较高，而

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较低①。

5.以直接税为主，博彩税比重最大

澳门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独立税收制度，其直

接税主要包括博彩税、职业税、所得补充税和房屋

税，间接税主要包括营业税、消费税、印花税和机动

车辆税。按照税种性质和税种的特殊性，忽略遗产

及赠与税、物业转移税等小税种，本文将澳门主要

税种分为四类，即所得税、行为财产税、流转税类和

博彩税，其中所得税是除博彩税以外的其他所得税

种。由表 1可知，回归以来澳门直接税和间接税收

入不断增长，且两者在税收总额中的贡献差距逐渐

拉大。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值在 2010 年达到最高

值 31.26倍，之后差距不断减小，到 2017 年仅为

20.17倍。可见 2010 年之后间接税在澳门税收收入

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从具体税类来看，1999 年

-2017年澳门博彩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最大，由

1999年的 73.53%提高到 2009年的 90.46%，此后该

比例小幅下降，到 2017年为 85.03%；与此同时，所

得税、行为财产税及流转税的比重在 2011 年之前

呈下降趋势，2011 年后有所上升。

二、澳门税收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与数据分析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影响税收的因素很

多，主要分为三大类，首先是经济因素，安体富[1]

（2009）提出税收主要受价格变化、经济结构、经

济效应和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Christina Romer[2]等

（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税收占 GDP的比重每提

高 1%，实际的 GDP 产出会下降 3%。Mertens 和

Ravn [3](2013)认为税收乘数大于大多数政府支出乘

数的估计值且减免个人所得税有利于创造就业机

会并在短期内可以刺激消费。其次是管理因素，吕

图 3 1999年 -2017年澳门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及
宏观税负水平

税收天地

①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F%E8%A7%82%E7%A8%
8E%E8%B4%9F/447183?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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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直接税（千澳
门元）

间接税（千
澳门元）

直接税 /间
接税

博彩税占
比

所得税占比（职
业税 +所得补充

税）

行为财产税占比
（印花税 +房屋税
+机动车辆税）

流转税占比（消费
税 +营业税）

1999 5987000 496000 12.07 73.53 13.37 9.18 2.87

2000 6895000 533000 12.94 76.02 9.77 8.38 2.78

2001 7547420 840790 8.98 75.02 9.74 10.82 3.07

2002 8876230 926040 9.59 76.09 7.76 9.20 2.15

2003 11342380 987610 11.48 79.78 5.35 7.60 1.69

2004 16124460 1297280 12.43 81.02 4.78 6.95 1.36

2005 18069110 1494860 12.09 84.74 4.91 7.39 1.35

2006 21715410 1402630 15.48 82.48 5.53 5.83 1.06

2007 33020260 2059070 16.04 86.19 8.25 5.30 0.86

2008 42990830 1883480 22.83 84.74 5.55 3.29 0.50

2009 45190320 1491400 30.30 90.46 5.29 2.77 0.43

2010 68849210 2202290 31.26 88.50 4.04 2.64 0.33

2011 98394960 3342170 29.44 90.13 3.33 2.53 0.37

2012 111960000 4960000 22.57 89.27 3.37 3.32 0.42

2013 132390000 5520000 23.98 89.69 3.21 3.25 0.31

2014 136020000 5670000 23.99 88.85 4.01 3.24 0.30

2015 93420000 4220000 22.14 85.42 7.44 3.63 0.49

2016 88460000 4080000 21.68 84.30 7.53 3.91 0.45

2017 103260000 5120000 20.17 85.03 6.62 4.10 0.45

表 1 1998年-2017年澳门税制结构分析

资料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税收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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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E%E5%88%B6%E7%BB%
93%E6%9E%84/9899615?fr=aladdin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税收收入(Y) Tax 国家征税所得 62633 50862.6 6483 153864

地区生产总值(X1) GDP
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所生产的所有

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206281 138693.1 51872 442070

税制结构(X2) Taxstru 博彩税在税收收入中占比 84 5.32 73.53 90.46

产业结构(X3) Industru 第三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13 6.5 6.01 25.79

资料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税收天地
冰洋[4]（2011）认为税收增长红利和间接税重复征税

机制促进了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周黎安[5]等（2012）

认为税收机构的税收努力导致了税收的增长。李建

军 [6]（2013）提出，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是降低我国名

义税率及“税收痛苦指数”的重要条件和路径选

择。最后是税制结构因素，李珂[7]（2013）通过对我国

1994 年 -2012 年税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流转

税对我国税收增长贡献程度在 55%以上，所得税类

和其他税类对税收快速增长的贡献较小。胡怡建[8]

（2015）指出税收贡献率高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快

速发展和结构型调整促使了税收增长的速度高于

GDP增长速度。吕坤亮[9]等(2013)通过运用脉冲响应

函数及 VAR模型对我国 1994 年 -2011 年 GDP人

均增长率、税收负担与税制结构的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经济增长能促进税收总额的增加，税收负担对

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税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澳门地区实际

发展特点，选取以下影响税收收入变化的指标。

（1）地区生产总值（GDP）

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向纳税人依法征

收的收入，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政府财政收

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具有

重要调节作用。一国或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会带来

整体社会财富增加，从而导致税收收入增加，即税

收来源于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因此，本文选取

GDP作为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变量。

（2）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是港澳特区反映消费物价

变动对整体住户影响的指数，具体分为甲类、乙类

和丙类消费物价指数，可以反映整体消费物价通胀

水平。一般认为，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会直接影响

到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消费水平

和剩余产品价值的积累，从而影响所得税收入。

（3）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和税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

财政活动、实施财政政策的两种主要手段。一般来

说，税收收入是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

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而财政支

出的规模会间接影响到税收收入的征管以及未来

年份的税收收入总量。

（4）税制结构

所谓税制结构(Taxation Structure)，是指构成税

制的各税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分布状况及相互之

间的比重关系①，受一国或地区具体情况和经济发

展规律而定。不同于我国大陆，澳门地区以直接税

为主，而直接税又主要以博彩税为主，为了突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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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税的特殊性，本文以博彩税占税收收入的比值来

表示税制结构。

（5）产业结构

澳门经济发展主要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

主。产业结构的构成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进而影响税收收入，本文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和第二

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

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变量进行筛选，逐步回归的

基本思想是逐个引入新变量，每引入一个新变量时

考虑是否剔除已选变量，直至不再引入新变量。这

种方法既保障了方程能保留影响显著的变量，又能

够剔除非显著的变量。它以向前回归为主，结合向

后剔除法，通常可以获得较好的拟合效果，因此，被

广泛应用于经济建模与预测。利用逐步回归法依次

建立税收收入关于 GDP、财政支出、物价指数、税收

结构及产业结构共五个指标的回归模型，在消除多

重共线性的条件下，最终提取 GDP、税制结构、产业

结构共三个解释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

图 3 1999年 -2017年澳门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及
宏观税负水平

表 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1.3897***(0.0449) 1.098***(0.05546)

15***（1.8） 3.3439***（0.5638）

LNX3t 1.7271***(0.325) 0.1098*(0.062)

CONS - 0.6061**（0.5384） - 55.82***（7.9679） 6.3791**(0.8046) - 17.638***（2.0596）

N 19 19 19 19

R2 0.9826 0.8033 0.6242 0.9952

LNX1t

LNX2t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高新区财政局。

税收天地

2.模型的选取与建立

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影响，分别

对各变量取对数。进一步利用 EViews软件分析被

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模型的

数学形式，画出散点图如下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与总体呈线性关系，因此建立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LNYt=β0+β2LNX2t+μi

LNYt=β0+β1LNX1t+μi

LNYt=β0+β1LNX3t+μi

LNYt=β0+
3

i = 1
Σβi*LNXit+μi

3.回归方程

利用经典计量经济学多元回归模型，建立 LNYt

分别对 LNX1t、LNX2t、LNX3t的回归，得到变量间的

回归结果如表 3示：

多元回归方程：

LNYt=1.098LNX1t+3.3439LNX2t+0.1098LNX3t+17.638

(0.05546) (0.5638) (0.062) (2.0596)

T=（19.8）（5.931）（1.7725）（-8.5638）

R2=0.9952, F=1031.707, DW=2.219 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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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由回归方程可知，假设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税

收收入关于 GDP、博彩税在税收中占比以及产业结

构的弹性分别为 1.098、3.3439和 0.1098，即 GDP、

博彩税在税收中占比以及产业结构指数每增加

1%，税收收入将平均增加 1.098%、3.3439%和

0.1098%。观察各自变量系数可知，变量 X2 的系数

值最大，X3的系数值最小，变量系数即弹性反应了

税收收入对该变量反映的敏感程度。根据基本经济

理论和澳门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澳门税收收入极度

依赖于博彩税，故澳门税收收入对于博彩税比重的

变化最为敏感，该弹性值为 3.3439，远高于 GDP和

产业结构指数对税收收入的影响。随着澳门产业多

元化的适度发展，产业结构会进一步调整，然而产

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影响到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

到税收，故变量 X1 的系数大于 X3。

2.统计检验

拟合优度：R2=0.9952，修正的可决系数为

R2=0.9942，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较好,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绝大部分差异作了解释。

F统计量：针对 H0∶β1=β2=β3=0,给定显著性水平

α=0.05，查 F统计分布表自由度为 K-1=3和 n-k=15

的临界值为 Fα(3.15)=3.287，由于 F=1031.707>3.287，

应拒绝原假设，回归方程显著。

3.计量经济意义检验

由表 3可知，LNY与 LNX1 的组合在回归方程

中的拟合优度最优，而 LNY与 LNX2、LNX3的回归

方程拟合优度相对较低，其中 LNY对 LNX3的回归

拟合优度最低。但是综合来看，引入变量 X2、X3 后，

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得到提升达到 0.9952，说明 X2

和 X3的引入提高了模型的回归效果。由于回归分

析中各变量是采用逐步回归法选取出来，故可认为

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 DW值为 2.219，查

临界值表发现 dl=0.967，du=1.685,du<DW<4-du，即

不存在自相关，模型计量经济意义检验通过。

四、结论和建议

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可知，GDP、博彩税占比以及

产业结构是影响澳门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其

中，税收收入关于 GDP的弹性为 1.098，符合图 2澳

门税收收入增长率整体高于 GDP增长率的结果。税

收收入对博彩税占比最为敏感，符合澳门税收收入

增长严重依赖于博彩税的事实。另外，税收收入对

产业结构指数的变化敏感性最低，但依然对税收收

入有正向影响。考虑到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成

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布局，澳门应立足于“一个

中心，一个平台”的建设规划，优化产业发展结构，

逐步弱化澳门发展严重依赖博彩业的局面，打造以

博彩业为主，其他产业多元发展的宜居休闲文化城

市，以实现税收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1.稳定博彩业，发展多元化产业

自 1999年回归以来，澳门产业结构单一，税收

收入和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博彩业，本文的实证分

析也表明税收收入增长对博彩税在税收收入中的

比重最敏感。2014 年 -2015年澳门税收收入连续

16个月下滑，对税收收入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冲

击。从澳门的税收数据来看，澳门地区的税收来源

主要来源于博彩业，澳门对博彩业依赖程度高，经

济总量在近几年随着博彩业的发展波动而出现不

稳定趋势。因此，澳门应注重非博彩业的发展，形成

以博彩业带动其他行业联动发展的模式，注重批发

零售、酒店、饮食、建筑、金融等非博彩的发展；加强

会展、中医药、文化创意等新兴行业及特色金融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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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活调整税收政策，抓住湾区发展机遇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

的重要布局，对于澳门经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长期以来，以博彩税为主的直接税构成澳门税

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湾区建设的进程中，澳门地

区应当积极促进生产要素、人力资本高效自由流动

以及两岸三地市场互联互通。此外，澳门政府应加

强与内地的税收合作，降低税负差异以避免重复征

税；同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澳门与内地经

济贸易自由发展，比如为鼓励澳门企业进行创新研

发，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扩大港澳货物零

关税的优惠范围直至取消关税，从而消除粤港澳大

湾区贸易的关税壁垒，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

3.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优化财政储备投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澳门经济由

高速增长转为稳定增长，主导产业由高速发展期

进入调整期，发展模式由追求数量转向优化结

构。从回归 20 年税收数据来看，澳门地区税收总

额总体上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宏观税负也保持在

合理的水平。但在 2008 年及 2015 年，税收收入增

速低于 GDP 增速，税收弹性波动较大，在一定程

度上反应税收与经济的情况关联较大。因此，为

谋求税收弹性保持在一定的正常区间，一方面需

要充分发挥税收稳定经济发展的“自动稳定器”

作用，另一方面还需要澳门地区政府加以宏观调

控，澳门政府应坚持《澳门基本法》确定的量入为

出原则，实施稳健的财政金融政策，做好财政收

支预算。澳门政府应当测算出各产业分行业的税

收税负率, 并根据每年的产业结构和行业构成变

动来估算下一年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收入增长较

快的年度设置一定的财政盈余以备税收收入减少

所带来的财政支出需求。在经济萧条时，实施相

关的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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