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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现有研究很少涉及不同税收结构下的卷

烟价格分布这一课题。来自不同国家卷烟价格

分布的描述性证据可以帮助了解在不同烟草税

收结构下的避税行为和品牌转换的机会。上述

两种行为会影响到通过增加烟草税来控烟的政

策有效性。

目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描述不同国家间卷烟价

格的分布情况，并依据卷烟税收结构来比较这

些国家间该分布的差异。

方法  本文使用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

（ITC项目）中16个国家有关卷烟价格的调查

数据来进行研究。我们首先计算用卷烟使用量

来进行加权的自报卷烟价格，并通过一组统计

对其进行全面描述，进而比较不同税收结构下

卷烟价格的统计学差异。特别是将收入水平相

似的国家以及消费税额类似但实行不同税收结

构的国家进行配对，再使用双样本检验比较均

值和方差。

结果   本次研究显示，如果将其他税制结构与

从量统一的税收结构相比，其他税收结构下的

价格具有更大的分布波动性和差异。这些其他

的税制结构包括单一从价、混合（同时使用从

价和从量的税收制度）税收结构以及分级征收

。严重依赖于从价税和分级税的国家，其围绕

中位价格的价格变化也往往更大。在混合税收

结构中，从价税比重大的国家其价格波动往往

比从量税比重大的国家大。与单一税收结构的

国家相比，分级税收结构的国家其卷烟价格更

容易趋向于低价分布。本文提供的分析表明，

不采用单一的税收结构提供了更多的避税和品

牌转换机会。

前言
增加卷烟消费税已被大量研究证明是减少吸

烟最有效的政策[1]。烟草消费税有两种征收形

式：从量和从价。从量税是基于烟草产品的数

量（如每包或一定重量）所征收的货币税，而

从价税是对烟草产品的价格（如制造商的定价

或零售价）按照一定比率计征的税[2]。世界范

围内，虽然大部分政府都会征收某种卷烟消费

税，但其税收结构在不同国家间差异很大。例

如，许多高收入国家（HICs）仅征收从量卷烟

消费税，但欧盟要求欧盟（EU）国家应征收包

含从量和从价两部分的消费税，并且两种税都

要设定一个最低限额。此外，从量税份额必须

占加权平均价格的5%~76.5%[2,3]。如果此条件

得到满足，各个欧盟国家可以自行决定每种税

在总税额中的比例。因此，各个欧盟国家对于

从量税以及从价税的依赖性有很大差异。 

另一方面，中低收入国家（LMICs）的消

费税制度与高收入国家（HICs）相比更多样。

不同于许多非欧盟发达国家采用统一的从量税

收结构，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征收卷烟从价税或

混合税。此外，税收结构可能会根据卷烟类型

（比如零售价与制造商定价梯度、过滤嘴的长

度或有无）和/或生产商的特点（如出口）使

用不同的税率。例如，中国根据制造商的定价

梯度实行分级征税；在2010年7月之前，埃及

一直根据卷烟的出厂价分级征收从量税i [2,4]。除

这些规定外，许多国家也规定最低从量税额，

只有少数国家例外（如俄罗斯的从价税和从量

税都有最低税额）。一般而言，卷烟消费税结

构可以分为完全从量税、完全从价税和两者皆

具的混合税三种。另外，任何税收结构还可根

据是统一征税还是分级征税来区分。根据WHO
一份记录182个国家税收结构的报告，除19个
国家尚未征收烟草税之外，55个国家实行完全

从量税收结构，60个国家采用完全从价税收结

构，48个采用混合税收结构[2]。

尽管消费税收结构各有不同，但仍缺乏数

据论证在不同税制中卷烟价格如何分布。研究

此类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增加卷烟税收需要通

过提升卷烟价格去最终影响吸烟行为。特别是

当前中低收入国家吸烟盛行，税收结构作为烟

草消费税有效控制烟草使用的关键一环，其重

要性很少被研究或讨论。例如，中国最近的研

究表明，卷烟需求量对价格反应不敏感，这可

能是中国实行复杂的分级税收结构致使某些品

牌十分廉价的结果[5,6]。因此，为了使烟草税收

对烟草使用的影响最大化，理解卷烟价格与税

收结构有何种关联十分重要。

i出厂价指的是工厂生产的成本费，不包括任何其他费用（如运费或之
后销售过程中征收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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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卷烟市场通常由少数

大企业主导，因此卷烟价格的分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税收结构。经济模型也显示，与从量消费税比较，从价消费

税往往会使卷烟价格更低且更可能鼓励消费廉价卷烟[2]。这

是因为从价税体制使制造商更倾向于生产低质量、低价格

的卷烟。相比之下，从量消费税或从量税最低限额会相对提

升价格。这是因为生产商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收益（从

价消费税则不同）。此外，从量消费税会减小廉价品牌和高

价品牌的价格差距进而减少消费者购买廉价卷烟的意愿。通

过对21个欧盟国家卷烟价格的调查，Chaloupka等[7]发现一

个国家如果从量税在消费税中占较大比例，高价品牌和廉价

品牌间的价格差距较小。然而，该研究是基于欧盟国家的数

据分析得出的并且这些欧盟国家均采用从价税和从量税构成

份额不一的混合税收结构，因此该研究结论不能推广于直接

比较完全从价税、完全从量税和混合税收结构，或比较分级

税收结构与统一税收结构。而且，该研究的价格差异是基于 

《经济学家》信息部所收集的某个国际畅销品牌和某个本地

畅销品牌的价格而分析得出的，因此不能反映市场上所有卷

烟价格的整体分布情况。

除上述原因外，如果廉价品牌较高价品牌的相对价格提

高，廉价品牌的市场份额将有可能减少。因此，与从价消费

税相比，从量消费税可能会减少价格变动并且提升价格。上

述假设亦已通过完全从量税收结构的高收入国家的数据证

明。Nargis等人[8]使用加拿大和美国ITC项目的4轮数据以验

证品牌选择与相对价格间的关联。结果发现，廉价品牌较高

价品牌的相对价格升高与这两个国家间廉价品牌的购买量下

降有关。Sobel和Garrett[9]也发现，美国从量税增加可减少

较低价类品牌的市场份额。

同样，与基于品牌特征的分级税率相比，征收统一税率

的税收结构可能会减少品牌转换，以及减少制造商通过改变

价格策略逃避纳税责任的意愿[2]。总而言之，相对更依赖复

杂的税收结构而不是统一从量税收结构很有可能与廉价品牌

较高价品牌的相对价格比降低及价格分布变宽有关，而后者

容易造成更多的避税行为和品牌转换[10-14]。此外，一些近期

研究使用中低收入国家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的数据

去描述卷烟价格分布图，结果显示卷烟价格在这些国家中分

布较广，表明中低收入国家复杂的税收结构可能是导致价格

差异变大的一个因素[15,16]。

除税收结构外，其他因素，如避税、逃税行为也可能影

响卷烟价格分布。在一些国家中，不同行政辖区（如州、省

和印第安人保留地）所征收的烟草税是不同的。因此，跨

国或者跨地区购买也成为一种避税方式。例如，美国和加

拿大免除了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一些烟草消费税[1]。在近期文

章中，Merriman通过收集芝加哥市周围被丢弃的烟盒数量

评估避税/逃税程度，结果发现有3/4的烟盒没有芝加哥印花

税票。Guindon等人[18]分析了ITC项目中15个国家的数据，

发现在加拿大、英国和马来西亚，超过10%的吸烟者承认有

过避税或逃税的行为。

逃税行为（如大规模走私）同样也会造成廉价卷烟的市

场份额增加。尽管尚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大规模走私会降

低平均零售价格，但一些研究者认为非法交易会造成低收

入国家的负担，因为这些国家中非法交易的卷烟数量已占

到了市场总份额的16.8%，而在高收入国家中这一比例仅为

9.8%[19]。本文所讨论的卷烟价格是基于调查数据所得到的

价格，反映的是税收结构和避税逃税行为对于价格的综合效

应。尽管很难分清税收结构和避税逃税行为对卷烟价格分布

的各自影响，我们仍假设税收结构在不同国家间的价格分布

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此外，购买廉价卷烟的避税逃税行

为很有可能只对最低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相比之下，税收结

构的差异将改变卷烟价格的总体分布。

综上所述，不同品牌间较大的价格差异，会降低税收作

为控烟政策的有效性。这表现为随着税收增加，吸烟者转换

到廉价品牌的几率增加。众多税收结构中，统一从量税收简

化了税收结构，提高了平均价格和廉价卷烟较高价卷烟的

相对价格。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统一税收结构会增加税收

作为控烟政策的有效性[1]。通过分析调查数据的价格分布，

可以为“不同税收结构下价格分布和价格差不同”这一问题

提供经验证据。此类分析会帮助阐明何种税收结构会增加平

均价格和减小价格差异——这样的税收结构可以增加税收对

于控烟的有效性。在本文中，我们使用来自ITC项目中16个
国家的数据（包含了多种税收结构），来描述和比较不同

税收结构下卷烟价格的分布情况。

数据与方法
各国的卷烟价格从ITC项目调查的近期数据中获得ii。ITC项

目是对卷烟和其他烟草使用者（以及大多数国家的非烟草使

用者）进行的平行纵向调查。该项目在22个国家开展，涵

盖了全世界超过50%的总人口、60%的卷烟使用者和70%
的烟草使用者。其一个重要目的是研究世界卫生组织《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所推荐的控烟政策的有效性[20]。在本文的分

析报告中，我们选择了那些能从吸烟者身上收集到卷烟购买

信息的国家，并根据过去购买卷烟的花费和所买的卷烟数量

计算每包（20支）卷烟的价格iii。为了比较不同国家间的卷

烟价格及其分布情况，我们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来调整价格并将其转换为用2010年的国际货币常量来

表示的价格。上述调整中的数据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经济展望数据库中获得的各国购买力平价转换因数和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并且，为了反映不同价格水平下卷烟的市场份

额，我们采用消费量作为权重来计算平均价格，即计算每个

吸烟者每人每天的吸烟数量，并根据个体自身的消费量与所

有调查者的总消费量之比构建消费权重。这些权重也应用于

报告卷烟价格的均值、中值和四分位数。

通过调查得来的价格会比其他来源的价格更好地反映市

场的价格分布，特别是当我们希望比较不同税收结构下的价

格分布情况时[21]。这些比较阐明了税收结构和价格分布间的

关系，以及不同体制下避税行为的发生几率。正如上面所讨

论的，税收结构可以通过从量税、从价税或两者的混合税来

区分。另外，税收也可通过统一征收或分级征收来区分。经

济学推论显示，分级税收结构或更依赖于从价税的税收结构

，这为避税行为和品牌转换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ITC项目

的国家，多数依靠统一税，仅有巴西、韩国、中国和孟加拉

国采用分级税。大多数非欧盟组织的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

ii来源于2011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德国、乌拉圭、毛里求斯和墨西哥的调

查；2010年韩国、英国和孟加拉国的调查；2009年巴西、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的调查；

2008年法国的调查。

iii卷烟价格来自每条价格、每包价格、每支价格以及每条或每包中卷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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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以及某些中低收入国家（包括

巴西、乌拉圭和毛里求斯）实行完全从量税；相反，孟加拉

国和泰国实行完全从价税；而中国、马来西亚和欧盟国家实

行的是从量税和从价税两者的混合税收结构。在实行混合税

制结构的国家中，个别国家可能很大程度上依赖混合税中的

某个税收成分。

我们从多个途径收集了各个国家多年来税收结构的详

细信息，包括体制类型（完全从量结构、完全从价结构还

是混合结构，按统一税率征收还是按分级税率征收）、总

消费税中从量税和从价税的份额iv以及每包20支装卷烟的从

量税和从价税的数量v。大部分税务信息来源于Bloomberg 
Global Initiative to Reduce Tobacco Usevi、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s country specific reportsvii、WHO无烟行动倡

议关于全球烟草流行的周期性报告viii以及政府报告中的烟草

消费税等一系列报告。欧盟国家的税务信息来自欧盟委员会

颁布的《消费税表》；澳大利亚的税务信息源自维多利亚烟

草控制健康中心；美国的税务信息从Orzechowski 和 Walker 
关于烟草税收负担一文获得，包括联邦消费税和各州消费 

税[22]；加拿大的税务信息由 Nova Scotia 省级税收委员会提

供，是联邦和省级人口加权平均税率。WHO发布的《税收

管理》也记录了近年来所有国家的税收结构类型[2]。

本文的分析结果如下：表1中，我们根据税收结构、从

量税占总消费税的百分比以及总消费税的数额对国家进行排

序，并提供不同国家价格分布情况的综合统计量。我们特别

报告了价格的均值、中值、标准差和偏度系数，用以说明在

不同税收结构下有多少价格被低估。我们同时报告了第一个

四分位数、第三个四分位数和IQR（衡量第一个四分位数和

第三个四分位数之差）。另外，我们计算了IQR与中值的比

值，该比值可显示价格围绕中位价格的分布情况。其他重要

的统计变量，如最低价格、最高价格、价格区间以及价格

区间与均值的比值，也可见于表1。同样，在图1中，我们

采用箱线图直观表现表1中的统计量，并在同一图表中提供

了价格的分布情况和变化情况，以展示不同国家的价格分布

情况。表2中我们展示的是，不同税收结构下，价格偏倚方

向不同的国家及存在严重价格偏倚的国家（偏度系数大于1
或小于-1）。最后，在表3中，我们选择收入水平和总消费

税税额相近但税收结构不同的国家进行配对，并通过双样本

检验比较他们的均值和方差。

iv整篇文章中，总消费税均不包括增值税（VATs）。《中国统计年鉴》报告了中国的从

价税率，后者是通过加权平均卷烟零售价格、平均增值税和从价税率估算所得。泰国、

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孟加拉国的从价税是根据从价税、增值税和平均卷烟价格估算出来

的。欧盟国家的从价税是依据从价税与从量税的比值和从量税额估算所得。

v在此处，税收指的是每包20支卷烟的税额。

结果
表1中，我们将不同国家根据税收结构和从量税占总消费税

的百分比进行分类（不包含VAT增值税）。在混合统一税收

结构的国家中，拥有从量税比重最高的是荷兰，而法国最低

（范围从9.4-67.3%）。尽管中国施行从量税，其税额较小

而且税收结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级从价税。一般而言，在

征收总消费税税额相近的国家，税收结构越简单，其卷烟的

平均价格往往更高。例如，毛里求斯和墨西哥分别征收2.45
美元和2.29美元的总消费税，但毛里求斯（统一从量税收结

构）的平均价格比墨西哥（混合税收结构）高1.29美元。在

欧盟国家中，荷兰和法国的总消费税分别为3.37美元和3.80
美元，但荷兰（从量税比重较大）的平均价格比法国（从

价税比重较大）高0.49美元。偏度系数显示，分级征税的国

家，其价格更可能右偏，表明价格分布中高价较少。相反，

大多数统一征税的国家，其偏度系数更接近于0，表明价格

相对较对称。马来西亚和墨西哥均采用混合税收结构，但马

来西亚的从量税比重更大；比较两者的价格发现，墨西哥的

价格多数较低而马来西亚的价格多数较高。

表1中IQR与中值的比值显示了价格在中值附近波动

的程度。实行单纯从价税收结构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泰

国，以及主要征收从价税的中国，IQR与中值的比值可高达

0.51-0.89，表明了价格在中值附近波动的程度较大。另一

方面，除乌拉圭和跨区交易机会相对较多的国家（美国和加

拿大）外，实行混合税收结构和从量税收结构的国家其价格

在中值附近波动的程度往往较小，该比值可小于0.25。当通

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衡量价格区间时，不同税收结构间尚

没有明确的模式。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价格区间与均值有多

大区别，会发现孟加拉国、中国和巴西等分级征税的国家，

其价格区间的大小约为均值的6-9倍，而其他国家该比值在

1-4之间。此外，中国的价格区间为17.6，明显高于其平均

价格。

表2比较不同国家的平均价格、中位价格及价格偏度。

在表格上半部分，我们分别报告了平均价格大于中位价格的

国家和平均价格小于中位价格的国家。相对于中位价格，

较高的平均价格暗示价格分布呈正偏态，即价格集中在较

小值；较低的平均价格正好相反。这些数据显示，在这7个
实行单纯从量税收结构的国家中，4个国家的平均价格高于

中位价格，3个国家的平均价格低于中位价格。但是，平均

价格和中位价格在大多数实行从量税收结构的国家中非常接

近。表格下半部分所报告的偏度系数显示，采用分级税收或

从价税收（混合税收结构中的从价份额）的中国、巴西、墨

西哥、孟加拉国和韩国，其价格严重偏向较小值。该研究体

制显示，分级税收和从价税收可使卷烟价格偏向较小值，因

此意味着当税额增加时，通过购买低价卷烟来避税的机会越

多。此外，美国的价格严重偏向较小值，这可能反映了跨

州/跨区交易的避税行为。

vi http://www.tobaccofreeunion.org/content/en/217/
vii http://www.euromonitor.com/
viii http://www.who.int/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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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中不同税收结构的国家卷烟价格分布描述性统计

税收结构* 从量税 混合税 从价税

税收结构† 统一 分级 统一 分级 统一 分级

国家 AU CA MU US UY KR BR NL MY UK DE MX FR RC TH BD

均数 6.52 5.41 5.65 4.49 2.75 3.10 2.24 5.62 4.79 7.49 5.29 4.36 5.13 1.98 3.02 1.42
中位数 6.44 5.69 5.54 4.37 3.18 3.13 1.98 5.73 5.17 7.75 5.58 4.33 5.37 1.51 2.78 1.41
标准差 1.00 1.78 0.89 1.62 1.06 0.78 1.40 0.94 1.34 2.00 1.20 1.24 1.17 1.55 0.92 0.86
偏度系数 -0.44 -0.42 0.75 1.37 -0.31 8.24 5.21 -0.07 -0.96 -0.29 -1.17 1.51 -0.82 3.61 0.19 2.01
第一四分位数 5.85 4.42 4.99 3.55 1.85 3.13 1.65 5.20 4.34 6.93 4.90 3.65 5.15 1.13 2.28 0.70
第三四分位数 7.18 6.56 5.54 5.24 3.70 3.13 2.44 5.97 5.50 8.73 6.08 4.33 5.82 2.47 3.70 1.93
IQR=第三四分位数-

第一四分位数
1.33 2.13 0.55 1.70 1.85 0 0.79 0.77 1.16 1.81 1.18 0.68 0.67 1.35 1.42 1.23

IQR/均值 0.21 0.37 0.10 0.39 0.58 0 0.40 0.13 0.22 0.23 0.22 0.16 0.12 0.89 0.51 0.87
最小值 0.68 0.40 1.11 0.50 0.34 1.50 0.66 1.05 0.52 0.37 0.12 0.91 0.67 0.03 0.19 0.04
最大值 12.4 13.3 11.1 19.4 5.29 12.5 13.2 12.6 11.5 19.6 7.75 11.4 12.6 17.6 6.17 10.5
全距 11.7 12.9 9.97 18.9 4.95 11.0 12.6 11.6 11.0 19.3 7.63 10.5 11.9 17.6 5.98 10.5
全距/均数 1.79 2.38 1.76 4.21 1.80 3.55 5.63 2.06 2.30 2.58 1.44 2.41 2.32 8.87 1.98 7.39
从量税 4.27 3.67 2.45 2.41 2.00 1.65 0.52 2.27 1.15 3.11 1.95 0.80 0.36 0.02 0 0
从价税 0 0 0 0 0 0 0 1.10 0.70 1.97 1.44 1.49 3.44 0.54 1.98 0.45
混合税 4.27 3.67 2.45 2.41 2.00 1.65 0.52 3.37 2.25 5.08 3.39 2.29 3.80 0.56 1.98 0.45
从量税占总税的比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7.3 62.1 61.2 57.5 34.9 9.42 2.94 0 0

价格和税收转化为2010年国际货币常量。数据列标题中的国家名根据ISO 3166编码为两位字母、如下所示：AU（澳大利亚）、CA  
(加拿大), MU (毛里求斯)、US (美国)、UY (乌拉圭)、KR (韩国)、BR (巴西), NL (荷兰)、MY (马来西亚)、UK (英国), DE (德国)、MX  
(墨西哥)、FR (法国)、RC (中国)、TH (泰国) 和BD (孟加拉国)。卷烟价格是根据每条价格、每包价格、每根价格以及每条或每包中的卷

烟数量进行消费量加权后得到的价格。总消费税是排除VAT后、从量税和从价税的总和。

*税收结构划分为三种：从量税、从价税和前两者的混合税。

†税收结构划分为两种：统一税和分级税。

图1 
不同国家间卷烟价格分布的箱线图。

AU（澳大利亚）、CA（加拿大）、

MU（毛里求斯）、US（美国）、

UY（乌拉圭）、KR（韩国）、BR 
（巴西）、NL（荷兰）、MY（马来西

亚）、UK（英国）、DE（德国）、

MX（墨西哥）、FR（法国）、

RC（中国）、TH（泰国）和BD 
（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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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税收结构下部分国家的卷烟价格比较检验

中低收入国家

（LMICs）
从量统一VS从量分级 从量统一VS混合统一 混合统一VS从价统一

混合从量VS混合从价，

统一

国家 乌拉圭 巴西 毛里求斯 墨西哥 马来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均值 2.748 2.512 5.898 4.795 4.894 3.142 4.894 4.795
标准差 (1.058) (1.130) (1.081) (1.551) (1.355) (0.917) (1.355) (1.551)
样本量 1014 212 530 1739 1712 937 1712 1739
方差（SD）比

较检验

H0: SD(UY)/SD(BR) >1
F= 0.56; P=0.00 
DF=1013,211
拒绝H0

H0: SD(MU)/SD(MX)>1
F=0.49; P=0.00
DF=529,1738
拒绝H0

均值（Mean）
比较检验

H0: Mean (UY)-(BR)<0
T=2.30; P=0.01
DF=263
拒绝H0

H0: Mean(MU)-(MX)<0
T=18.4; P=0.00
DF=1252
拒绝H0

高收入国家

（HICs） 从量统一VS混合统一 从量统一VS混合统一

国家 澳大利亚 英国 澳大利亚 法国

H0: SD(MY)/SD(TH) >1 
F= 2.18; P=1.00
DF=1711,936
不拒绝H0
H0: Mean(MY)-(TH)<0 
T=39.5; P=0.00
DF=2531
拒绝H0
混合从量VS混合从价，

统一

荷兰 法国

H0: SD(MY)/SD(MX) >1 
F= 0.76; P=0.00
DF=1711,1738
拒绝H0
H0: Mean (MY)-(MX)<0 
T=2.0; P=0.02
DF=3401
拒绝H0
混合从量VS混合从价，

统一

荷兰 德国

均值 6.611 7.634 6.611 5.133 5.613 5.133 5.613 5.336
标准差 (1.179) (1.966) (1.179) (1.212) (0.849) (1.212) (0.849) (1.195)
样本量 869 592 869 1322 968 1322 968 383
方差（SD）比

较检验

H0: SD(AU)/SD(UK) >1
F= 0.36; P=0.00
DF=868,591
拒绝H0

H0: SD(AU)/SD(FR) >1
F= 0.95;P=0.19
DF=868, 1321
不拒绝H0

H0: SD(NL)/SD(FR) >1
F=0.40;P=0.00
DF=967,1321
拒绝H0

H0: SD(NL)/SD(DE) >1
F=0.51;P=0.00
DF=967,382
拒绝H0

均值（Mean）
比较检验

H0: Mean (AU)-(UK)<0
T=-11.3; P=1.00
DF=880
不拒绝H0

H0: Mean(AU)-(FR)<0
T=28.2; P=0.00
DF=2189
拒绝H0

H0: Mean(NL)-(FR)<0
T=11.1; P=0.00
DF=2284
拒绝H0

H0: Mean(NL)-(DE)<0
T=4.14; P=0.00
DF=541
拒绝H0

双样本比较检验时未对价格进行加权。双样本方差不等时进行均值比较检验。当发现研究国家的总体价格方差不齐时，

对报告中不齐的方差进行Satterthwaite自由度校正以取代常规方差。混合从量表示该国家从量消费税份额比其配对国家更

高。混合从价表示该国家从价消费税份额比其配对国家更高。HICs,高收入国家；LMICs，中低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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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国家根据税收结构、均值和中位数的比较、偏度系数分组

均数>中位数 均数<中位数

从量税 (N=7) 美国,毛里求斯,澳大利亚,巴西 乌拉圭,加拿大,韩国

混合税 (N=7) 墨西哥,中国 荷兰,马来西亚,英国,德国,法国

从价税 (N=2) 孟加拉国,泰国

统一税 (N=12) 美国,毛里求斯,澳大利亚,墨西哥,泰国 乌拉圭,荷兰,马来西亚,英国,德国,法

国

分级税 (N=4) 巴西,中国,孟加拉国 韩国

偏度系数>1 偏度系数<-1
从量税 (N=7) 美国,韩国,巴西 --

混合税 (N=7) 中国,墨西哥 德国

从价税 (N=2) 孟加拉国 --

统一税 (N=12) 美国,墨西哥 德国

分级税 (N=4) 韩国,巴西,中国,孟加拉国 --

税收结构首先划分为三种：从量税、从价税及两者的混合税。之后再划分为两种：统一税和分级税。



最后，我们选择总消费税额相近但税收结构不同的国家

进行配对，并用双样本检验比较他们的均数和方差。入选国

家的配对方式如下：对于中低收入国家（LMICs），乌拉圭

（从量统一）和巴西（从量分级）配对，比较统一税收结构

和分级税收结构；毛里求斯（从量统一）和墨西哥（混合统

一）配对，比较从量税收结构和混合税收结构；马来西亚和

泰国配对，比较混合税收结构和从价税收结构；马来西亚和

墨西哥配对，比较从量税额所占比例不同的混合税收结构。

对于高收入国家（HICs），澳大利亚和英国或法国配对，

比较从量税收结构和混合税收结构。此外，荷兰和法国或德

国配对，分别比较从量税占主导或从价税占主导的混合税收

结构。我们对税收结构越复杂，其平均价格越高、方差越小

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双样本均数和标准

差（方差）的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除一组配对国家（澳大利亚VS英国）的均值比较检验

结果未拒绝零假设外，其余配对国家均拒绝零假设。多个比

较结果拒绝该假设表明，税收结构简单的国家其平均价格往

往高于那些总消费税额相似但税收结构复杂的国家。类似于

以上方法，我们根据发展状况（HICs vs LMICs）来分组，

在每组国家中还进行了双样本价格标准差（SD）比较检

验，得到相似结果：国家税收结构越复杂，其卷烟价格的波

动性越大。例如，实行从量分级税收结构的巴西其标准差高

于实行从量统一税收结构的乌拉圭。特别是统一税收结构间

比较，实行混合体制的墨西哥其标准差高于实行单纯从量税

收结构的毛里求斯，并且比较结果同样适用于澳大利亚与英

国间的标准差比较。尽管澳大利亚与法国间标准差比较结果

提示两国的标准差相同，但澳大利亚的平均价格高于法国。

实行混合体制的马来西亚其价格标准差高于实行单纯从价体

制的泰国，表明如果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价格波动性上进行比

较，混合体制可能并不优于单纯从价体制。实行混合体制且

从价税所占比例很高的法国其价格标准差高于从量税所占比

例较高的荷兰。同样结果发生在荷兰与德国、马来西亚与墨

西哥间的比较。总之，税收结构越复杂，价格波动性越大，

因此通过品牌转换而避税的可能性也越大。

讨论和局限性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ITC项目中16个参与国的数据，获取各

国调查来源的卷烟价格。自报价格经卷烟消费量进行加权，

并运用一系列统计量进行综合描述。我们进一步比较不同税

收结构下这些卷烟价格的统计量，特别是将总消费税额相近

但税收结构不同的国家进行配对后，用双样本检验比较均值

和方差。

此分析过程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我们为实行不同税

收结构的国家提供了价格分布的直接依据，但并未估计或分

析税收结构类型与价格分布指标间的关联性，因此不能统计

评估这些关联的大小。此外，税收结构依据两个特征进行分

组：从量消费税与从价消费税的构成比例，以及是否征收分

级税率。因此，难以严格区分分级税收结构与从价税收结构

对价格分布的扭曲程度。最后，我们没有明确控制避税逃税

行为的多种形式，如跨境/跨区交易。在今后研究中应使用

来自众多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最好是税收结构不同且存在

税制结构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作进一步分析，以解决这些局

限性。

本次调查表明，与统一从量税收结构相比，其他统一税

收结构（从价统一税收结构和混合统一税收结构）价格分布

的波动性往往更大。与统一税收结构相比，分级税收结构价

格分布的波动性也往往更大。严重依赖从价税收结构和分级

税收结构的国家其中位价格周围的波动性通常更大。在混合

税收结构中，严重依赖从价成分的国家其价格波动性往往比

严重依赖从量成分的国家更大。总消费税额相似但税收结构

不同的国家中，税收结构越简单，平均价格往往越高。分级

税收结构的国家其卷烟价格比统一税收结构的国家更容易偏

向低价。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当税收结构偏离统一从量税收结构

时，转换到廉价品牌而避税的机会更多。这些结果可能也解

释了为什么在复杂税收结构国家（如中国）吸烟者对卷烟价

格相对无反应。根据我们的发现，单纯依赖从价税收结构的

国家如果将税收结构变为完全从量税收结构，其税收增加将

对烟草使用量产生更大的影响。同理，复杂税收结构的国家

（如墨西哥、马来西亚和欧盟国家），增加从量税的份额或

者转变为完全从量税收结构，将提高增税对于降低烟草使用

的有效性。最后，研究显示税收结构对烟草市场的价格波动

性影响较大，进而可能影响吸烟行为，包括吸烟率、消费量

和戒烟。今后的研究应继续探讨税收结构如何影响这些吸烟

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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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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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分布的波动性往往比依赖从量成分的国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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