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ble_Yemei0]宏观研究·专题报告
2023 年 04 月 01 日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Table_Title1]

消费税与社零增速差解析

[Table_summary1]
■  回顾历史，消费与消费税的月度同比增速背离并不鲜见。增速差的

来源主要在于消费税税基与征缴节奏。一方面，我国消费税税基是以

烟酒油车为主的特定消费品，社零消费则包含更多其他商品与餐饮服

务消费。另一方面，消费税征缴节奏或对月度增速形成扰动。从数据

上看，烟酒油车类社零与消费税的月度同比增速在统计意义上没有相

关性，但年度数据上两者具有显著相关性，拟合度也大幅提升。

■  去年四季度至今年 1-2 月消费税增速表现的特殊之处，在于疫情影

响下的超季节性变化。2022 年四季度消费税增速高于季节性，导致

2023 年 1-2 月消费税增速超季节性降至 2017 年以来的最低值。

■  未来消费税有望稳健修复，今年规模或增至 1.8 万亿，高于疫前趋

势水平 7.8%，同比增速达到 9.6%。成品油产销两旺、烟酒类社零消

费反弹或成为消费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汽车消费增长乏力叠加价

格中枢下移，或成为消费税增长的拖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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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局数据，2023 年 1-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零）同比增长

3.5%，而据财政部数据，同期消费税下降 18.4%。社零和消费税增速的背离，

引发市场诸多猜测。

从历史上看，我国社零与消费税增速的背离并不鲜见，月度同比增速数据

背离时常发生，而且在增速的波动幅度上，消费税增速的波动大于社零增速

（图 1）。本文对两者增速差进行了解析，并对全年消费税的规模、增速和主

要驱动因素进行前瞻分析。

一、增速差解析：“税基”与征缴节奏

增速背离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消费税的税基并非社零消费，而是以烟酒

油车为主的特定消费品。从社零与消费税的结构上看，烟酒油车类社零仅占社

零总额的 15%左右（图 2），但烟酒油车类消费税却达到消费税总额的 99%左

右（图 3）。因此在分析消费与消费税时，采用烟酒油车类社零相关指标更为

合理。今年 1-2 月烟酒油车类社零同比增速仅为 0.4%，大幅低于社零总额同比

增速（3.5%）。从统计上看，烟酒油车类社零与消费税的月度同比增速虽然没

有相关性，但其拟合度高于社零与消费税月度同比增速的拟合度。同时，烟酒

油车类社零与消费税月度规模正相关（图 4）。这说明两者月度增速尽管不相

关，但规模的增长趋势一致。这符合基本的常识：税基扩大的时候，税收规模

也会扩大。

图 1：消费与消费税同比增速背离时常发生 图 2：烟酒油车类社零占比在 15%左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其次，征缴节奏差异可能也是月度增速背离的主要原因。烟酒油车类社零

与消费税的年度同比增速与规模均在统计意义上呈正相关关系，且拟合度大幅

提高（图 5）。这说明消费税的征缴在年内存在节奏扰动。而疫情对于消费行

为、税收征缴和财政收入的影响进一步造成了消费税跨年节奏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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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烟酒油车及批发零售业消费税占九成九 图 4：烟酒油车类社零与消费税月度增速不相关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要观测税收的征缴节奏对消费税的影响，首先假定不存在征缴节奏扰动，

估算当月消费税可能是多少，即消费税的“估计值”。以需求视角 1，可以根据

烟酒、成品油和汽车类消费品计算出单位社零对应的年度“平均税负”，再根据

各品类的月度社零规模及年度消费税占比计算出消费税月度估算值 2。

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消费税估算值，主要反映了税基变动对税收的影响 3。

消费税当月实际值与估算值之差，可反映出税收征缴节奏对税收变动的影响。

消费税的实际值与估算值的差额总是在年初（1-2 月）和年末（12 月）时最大

（图 5）。

图 5：消费税实际值与估算值之差岁末年初最大 图 6：2023 年 1-2 月消费税同比增速超季节性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 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1 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主要在生产端，也可以生产视角进行计算，方法类似：根据卷烟、白酒、成品油和汽车类消费品的产量计算出

单位产量对应的年度“平均税负”，再根据各品类的月度产量及占比计算出消费税月度估算值。从计算结果看，按照上述两种视角

计算出的消费税年度总额是一致的，差别在于消费税的月度分布，月度估算值差距不大。

2 由于数据可得性，假定 2022 年“平均税负”与 2020 年相等，2023 年“平均税负”与 2021 年相等。

3 计算结果显示，消费税月度估算值的同比增速与烟酒油车类社零月度同比增速在统计意义上呈正相关关系，且拟合度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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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四季度至 2023 年 1-2 月消费税的特殊之处，在于疫情影响下的超

季节性变化。一般来说，四季度消费税的实际值大幅小于估算值，部分税收跨

年征缴后次年 1-2 月实际值会大幅高于估算值，实现税收“开门红”。但 2022
年四季度至 2023 年 1-2 月的差值表现更为平稳（图 5），可能原因在于 2022
年末受疫情快速达峰影响，原先可以跨年征缴的税收“提前”入库，2023 年 1-2
月征缴的消费税或因此低于往年水平。这就导致去年末至今年初的消费税增速

出现超出季节性的变化，去年四季度消费税增速超季节性偏高，部分导致

2023 年 1-2 月超季节性偏低（图 6）。

总体上看，月度数据背离的原因在于“税基”和征缴节奏两个方面。一是

2023 年 1-2 月烟酒油车类社零同比增速大幅低于同期社零增速，“税基”增速偏

低自然导致消费税增速偏低。二是 2022 年四季度消费税出现超季节性“高基

数”进一步导致 2023 年 1-2 月同比增速超季节性下降，是 2017 年以来的最低

值。

二、消费税前瞻：“超调”修复，烟酒油支撑

从基数上看，相较疫前趋势（2017-2019 年平均增量外推所得到的趋势性

规模），2022 年消费税规模超趋势性修复，高于疫前趋势 5.6%（图 7）。由

于 2022 年消费行为、税收征缴和财政收入仍受疫情影响，消费税的“超调”可
能部分来自于 2021 年延后征缴与入库的税收以及按照惯例应计入 2023 年 1-2
月的税收。

图 7：2023 年消费税或继续“超调”修复 图 8：卷烟与成品油贡献了消费税增量的 3/4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招商银行研究院

基准情形下，2023 年社零增速或达到 9%，据相关关系测算，预计 2023
年消费税的增速为 9.6%。对应的消费税规模达到 1.8 万亿，持续“超调”修复，

高于疫前趋势 7.8%（图 7）。

从结构上看，由于 2022 年细分数据尚不可得，可参照 2019 年和 2021 年

的消费税增量结构来初步判断驱动 2023 年消费税增长的因素。从细分品类上

看，卷烟与成品油贡献了消费税增量的 75%左右（图 8）。从征收方式看，成

品油征收定额税，消费税增量来自于产量的增加，预计 2023 年出行类消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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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将带动成品油产销两旺。卷烟和白酒征收的是复合税，即比例税和定额税合

计缴纳，消费税增量来自产量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作为带有休闲和社交属性

的非必需品，烟酒类消费在疫情期间受到抑制，随着经济活动正常化，或迎来

反弹，拉动消费税持续增加。汽车类消费由于补贴政策退坡与前期需求透支，

叠加价格中枢下移，或成为消费税增长的拖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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