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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与地方税收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2017年至2022年江浙沪两省一

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验证了电子商务销售与地方增值税税收呈现负相关

关系，与地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呈现正相关关系。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优化增

值税属地原则和加强所得税征管两种方式来避免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地方税收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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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mmerce sales behavior 
and local taxation, and uses panel data from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provinces and one city 
from 2017 to 2022. Through random effects models and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odels, it 
verifies that e-commerce sale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cal value-added tax revenu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cal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personal income tax. Based on theoreti-
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ul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wo ways to avoid the adverse impact of e-
commerce sales on local tax revenue: optimizing the principle of value-added tax locality and 
strengthening income tax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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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利好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持政策，电子商务行业得到

蓬勃发展，江浙沪“包邮区”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最好的几个省份。2023 年，全国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

十五万亿人民币，上海市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三万亿人民币，江苏省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两万亿人民币，

浙江省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两万亿人民币，江浙沪电子商务销售额占全国电子商务销售额超过 50%，是

我国电子商务销售行为最为发达的几个地区。 
随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电子商务销售行为规模也越来越大，江浙沪地区电子商务销售额对省域内

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由于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而影

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结构和数量。2024 年各地税务局针对电子商务开展了大规模的自查补税措施，这印

证了电子商务确实对地方税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需要完善地方税收对电子商务交易的征管。 
地方财政收入包括地方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2022 年，浙江省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 82.34%1，江

苏省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 73.48%2，上海市六项税收，包括政权交易印花税、海关代征、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计征收 19067.30 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征税额超过 9000 亿元，在与中央分税后 2022 年获得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7608.193 亿元，上海市财

政收入基本来自税收收入。由此可见，地方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事权支出较

多，充足的财政收入才能保证省级层面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转、公共服务的充足提供以及社会公平和效率

的实现。这反过来，也会为电子商务的良性发展提供宏观经济支持。 
本文选择江浙沪三地，因其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当地宏观经济活动产生了经济上显著的影响，进而

对地方税收产生了影响，关系到了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研究江浙沪三地可为其他电子商务发展中地区

提供对电子商务销售行为的监管和税收政策调整的启示，进而更好实现经济良好发展和电子商务蓬勃发

展。 

2. 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地方税收影响的研究现状 

2.1. 增值税税收归属和分配不公 

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会造成地方政府税收分配不均，尤其是增值税税收分配不均的问题。电子商务发

展使得地方政府增值税税负和归属问题不断加剧[1]。我国国内增值税税收分享采用销售地属地原则，国

内增值税在商品流通中每次产生增值额的地方按商品对应增值税税率征收一次增值税，买卖双方可以按

照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原则进行抵扣，征收行为由销售行为发生地的税务机关负责开展，在地方政

Open Access

 

 

1数据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 
2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 
3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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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中央政府分享增值税额时，也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产生地进行分配。这样的征收和分享原则，在线

下实体零售商交易时，不论一个商品从生产到加工流经了几个省市，零售的最后一个环节的交易双方是

处于同一地点的，最后一个交易环节发生的属地可以参与分配这一商品产生的增值税，此时增值税在地

方政府的分配是公平的。但由于电子商务销售行为的特点，最后一环的销售行为买卖双方往往处于不同

省市，假设最后一环销售行为的购买方处于 A 地，销售方处于 B 地。在现行原则下，这就导致这笔增值

税的归属地认定产生了争议。A 地承担增值税税负却不能分享增值税收入，这明显违背了横向公平。B 地

也因为归属问题，难以对电子商务销售增值税进行征管。Agrawal 认为在电子商务和数字技术进步的当

下，应该采用消费地属地原则代替销售地属地原则进行增值税的分配[2]。刘怡的研究在表明增值税销售

地属地分配原则会产生地方政府分配不公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电子商务加速发展的情况下，采用

销售地属地分配原则会加剧地方政府对增值税收入的恶性竞争，加重地区间非均衡发展程度[3]。 

2.2. 直接税纳税主体间横向不公平 

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会造成直接税，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间的横向不公平。相较于

传统线下销售，电子商务销售采取网上销售行为，生产厂家直接对接消费者，省去了中间的流通环节，

但由于网上购买行为相较于线下实体交易更具有隐蔽性，交易双方身份更加模糊，针对电子商务销售行

为很难进行增值税的征管，这导致了电子商务销售增值税征收的部分缺失。传统线下销售商要承担增值

税和企业所得税两重税收负担，但电子商务销售商在电子商务销售增值税缺失的情况下，只需承担企业

所得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不同，因此销售同种商品的线下实体销售商和电子商务销售

商实际承担的税负往往不同，这就造成了直接税纳税主体间的横向不公平。陈鑫和刘生旺进一步提出了，

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会造成某些地区企业所得税的流失，税收从税收负担高的地区流入税收负担地的地

区，这些地区往往是生产部门、销售部门和注册总部所在地[4]。 

2.3. 立法征税争议 

由于电子商务发展对税收征管体系造成的多重影响，以及缺乏对电子商务销售行为有效的税收征管

的现实问题，学者们针对是否应该对电子商务立法征税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反对针对电子商务立法征税，

其认为立法征税不利于电子商务良性发展[5]。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参照税率函数和消费弹性制定电子商务

征税制度[6]。多数学者认为是否立法难以直接断定，更主张通过修改现有税收原则或税法条文完善对电

子商务销售行为的税收征管。一种方式是对税收管辖权，包括征管原则和分享原则进行修改，均衡地方

政府间的税收分配。另一种是基于国外电子商务零售公司比传统销售公司更容易逃税的事实，提出完善

税法相关规定[7]，保护税基的稳定性。 
本文将通过对江浙沪三省 2017 年至 2022 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明晰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与地方税收

的具体关系，进而给出针对现有问题的政策建议，以期实现电子商务和地方税收的良性关系。 

3. 理论分析与假说 

3.1. 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国内增值税的影响 

电子商务发展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的增值税收入。第一，我国 2022 年互联网用户规模和手机网名规

模均超过 10 亿人，超过 70%的网络用户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接触到电子商务 4，因此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

象数量庞大。第二，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借助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客观交通条件

和信息传播范围的限制，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大范围、多地区的覆盖。第三，电子商务交易双方仅通过

 

 

4数据源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3 年在京发布的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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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联系完成交易，并且交易时使用的账户信息无法保障能完全揭露交易双方的真实信息，交易双方隐

蔽性强。第四，电子商务销售包含种类繁多，既有实物交易，也存在大量虚拟产品或虚拟服务的交易，

许多交易种类在增值税相关规定中难以界定。基于电子商务以上四点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电子商务销

售行为具有纳税主体隐蔽性强、纳税属地难以确认、增值税税基难以确定和衡量和税收征管难以实施的

问题。税收收入受到税率和税基的影响，税率越高，税基越大，税收收入越多。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一方

面使得税基减少，逃税行为增加，另一方面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与增值税征管和分配属地原则不适应导致

了税收背离问题，基于以上两点，本文认为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增值税税收收入减少。 

3.2. 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所得税的影响 

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可能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所得税收入。电子商务和物流产业的发展使得人们销售商

品和出售服务变得更加便捷，成本也更低。对于小微企业，一方面能以较低的成本对商品进行宣传，另

一方面减少了销售商品的中间流通环节，这使得企业的营业收入得到提升。对于农民，相较于以前低价

将农产品出售给批发商，现今农民可以依托网络平台、数字技术和物流技术，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直

接将农产品销售给网络用户，实现了农民增收。所得税的税基是企业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经营取得的营

业额，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了地方企业和农民的收入，扩大了所得税税基，基于此，本文认为电子商务

销售行为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所得税收入增加。 
假说 1：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与地方税收收入存在相关性。 
假说 2：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会使地方增值税税收收入减少。 
假说 3：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会使地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增加。 
假说 4：电子商务销售行为会使地方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增加。 

4. 模型与实证分析 

4.1. 回归模型 

本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 0 1 2 , , ,ecs controlsi t i t i t i tY β β β α ε µ= + + + + +  

上述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为电子商务销售额，被解释变量为税收收入，下标 i 表示省份信息，下标

t 表示时间信息，本文面板数据按照省份和时间变量进行制作。α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 表示时间固定效

应，μ表示误差项。 

4.2. 变量描述 

4.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 2017 年至 2022 年省级税收收入，进一步可分为增值税收入、企业所得税收入和

个人所得税收入，单位为亿元。 

4.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 2017 年至 2022 年省级电子商务销售额，该数据表示一个年度内某省通过电子

商务平台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营业额，可以反映一个省每年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收入水平，单位为亿元。 

4.2.3. 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艾华[8]和姜爱华[9]，选取了省人均 GDP、省人均消费额、城市化率、劳动力水平、地区开

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六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人均 GDP 越高，直接税税基越大，直接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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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人均消费额越高，增值税税基越大，增值税收入越高；城市化等四个数据则从宏观角度对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生产和消费集中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进行描述。城市化率衡量了地区城市人口占地区常住

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占比越高城镇化率越高。由于城市消费水平高于农村，故而城市化率越高的地方，

总体消费水平也越高，增值税收入越高。劳动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共同作用于直接税收入，劳动力水平越

高说明该地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口越高；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占比越重，则代表了该地区内企业所得

税纳税个体越多。将对外开放水平纳入控制变量有助于控制国际贸易对地区税收的影响，进出口总额占

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则国内宏观数据对于国内增值税的回归系数距离真实值偏差越大，通过控制对外开

放程度，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回归数据。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2018~2023)、《江苏省统计年鉴》(2018~2023)和《上海市统

计年鉴》(2018~2023)。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单位 

被解释变量 

省级年度税收收入 单位：亿元 

省级年度增值税收入 单位：亿元 

省级年度企业所得税收入 单位：亿元 

省级年度个人所得税收入 单位：亿元 

解释变量 省级年度电子商务销售额 单位：亿元 

控制变量 

省人均 GDP 地区 GDP/地区常住人口 

省人均消费额 地区消费额/地区常住人口 

城市化率 地区城市人口/地区常住人口 

劳动力水平 地区从业人员数/全国从业人员数 

地区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地区 GDP 

产业结构 第二、第三产业规模/地区 GDP 

4.3. 随机效应模型回归 

本文对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并采用豪斯曼检验后，chi2(6) = 0.47，大于 0.1，无

法拒绝使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采取随机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表 2 回归结果显示，电子商务销售额对地区增值税产生负向影响，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电子商务

销售额每增加 1 亿元会减少地区增值税税收 894 万元，这个结果在经济上也是显著的。电子商务销售额

对地区企业所得税产生正向影响，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电子商务销售额每增加 1 亿元会使得地区企业

所得税增加 318 万元，这个结果在经济上也是显著的。电子商务销售额对地区个人所得税产生正向影响，

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电子商务销售额每增加 1 亿元会使地区个人所得税增加 275 万元，这个结果是

经济显著的。这些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的预测相一致，证明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 
从表 2 第一列回归结果来看，电子商务销售额对地区总体税收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可能原因是

增值税的负向影响和所得税的正向影响相抵消，故而电子商务销售额对地区总体税收水平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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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andom effect 
表 2. 随机效应 

 (1) (2) (3) (4) 

变量 税收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电子商务销售额 
−0.0300 −0.0894*** 0.0318** 0.0275*** 

(0.0368) (0.0211) (0.0140) (0.00826) 

人均 GDP 
275.9 138.4 93.86 43.57 

(212.7) (122.0) (81.16) (47.79) 

人均消费 
425.5 585.7 −46.01 −114.3 

(1035) (593.4) (394.8) (232.5) 

城市化率 
7996 16,536 −772.0 −7768* 

(18,633) (10,687) (7111) (4187) 

劳动力水平 
−198.9 −245.6 −40.70 87.43 

(734.8) (421.5) (280.4) (165.1) 

地区开放程度 
5829** 898.4 2649*** 2282*** 

(2421) (1389) (923.9) (544.1) 

产业结构 
−66,522 −73,908 −11,536 18,922 

(148,302) (85,064) (56,596) (33,326) 

常数 
59,247 60,947 11,617 −13,317 

(134,565) (77,185) (51,354) (30,239)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4.4.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 GMM (广义矩阵法)对内生性进行检验，表 3 第二、第三和第四列的结果表明，在排除了因

变量滞后一阶的影响下，电子商务销售额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同随机效应模型相

同，且都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显著。表 3 第一列回归结果显示，电子商务销售额对地区总体税收收

入水平无显著影响。至此，本文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是合理可靠的结果。 
 

Table 3. GMM regression 
表 3. GMM 回归 

 (1) (2) (3) (4) 

变量 税收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电子商务销售额 
0.418** 0.210 0.359 0.122 

(0.181) (0.216) (0.241) (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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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电子商务销售额 
−0.0302 −0.0830*** 0.0259** 0.0258*** 

(0.0237) (0.0186) (0.0104) (0.00730) 

人均 GDP 
124.1 74.05 75.84 42.76 

(151.8) (120.7) (56.66) (39.40) 

人均消费 
848.6 756.9 72.45 −130.2 

(690.6) (521.8) (280.8) (193.1) 

城市化率 
−11,961 10,451 −5534 −8443** 

(14,785) (10,831) (5809) (3597) 

劳动力水平 
260.1 −136.7 45.63 128.8 

(513.0) (366.4) (199.8) (149.6) 

地区开放程度 
8098*** 2053 2675*** 2265*** 

(1843) (1651) (630.5) (449.0) 

产业结构 
−49,887 −76,703 −7125 23,888 

(95,710) (70,493) (38,716) (28,459) 

常数 
53,502 66,888 9811 −17,816 

(86,634) (64,201) (35,048) (25,82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实证结果拒绝了假说 1，但无法假说 2、假说 3 和假说 4。实证结果验证了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

增值税的负向作用，以及对所得税的正向作用，这说明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对于地方税收的影响是复杂且

多样的。 
在其他影响税收的因素保持发展趋势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完善，不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下，电子商

务销售额的增加使得地方税基扩大，地方总体税收应该增长，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应与地方总体税收水平

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实证结果表明所得税的增加在抵消增值税的损失后，总体税收水平与电子商务销售

额无相关性，这表明电子商务销售行为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所得税增加值小于增值税带来的损失，即电子

商务销售行为可能因为增值税分享原则的不适用以及隐蔽性纳税主体难以被监管而非法避税，对江浙沪

政府税收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江浙沪等地电子商务领域的税收制度仍需完善。 

5.2. 政策建议 

5.2.1. 优化增值税征管和分享中的属地原则 
目前，我国增值税的征管和分享都采取销售地属地原则，这在电子商务销售领域是不适用的，造成

了电子商务领域内地方增值税收入的减少。应该针对电子商务销售行为的特点，制定更为合理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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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可以考虑采用消费地属地原则或者参考各省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制定公式法，来替代当前原则在

电子商务销售领域进行征管。 

5.2.2. 强化电子商务领域内所得税的监管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往往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内容、金额和对象的隐蔽性隐瞒应税事项。税务机关应该

重点监管纳税主体的经营资质和经营范围，纳税主体申报情况是否与资金流动情况相吻合，以及纳税主

体提供的票据是否完整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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