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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本文基于税收视角探讨制度

变革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首先,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税收征管? 通过其获取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人
工智能可以缓解税务征管的资源局限性,但理论基础和可解释性的缺乏将影响其在税收征管中的

应用。其次,税制设计如何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 作为一项重要的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内生地需要

配套的制度。最后,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引起科技伦理问题,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是否会加剧收

入不平等,进而需要税制改革?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科技和发展,还需要

注意到科技进步所伴随的收入和就业的调整,并尝试合理应对。基于上述三个方向,本文结合现有

研究和税收实践,提出值得后续研究关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人工智能;税收征管;税收政策;科技进步;科技伦理
 

1 人工智能的发展

1.1 人工智能的简介

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源于1943年由沃伦·麦

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和沃尔特·皮茨

(Walter
 

Pitts)建立的人工神经元模型[1]。而人工

智能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则始于1956年夏在美国

达特茅斯学院举办的人工智能研讨会[2]。此后,人
工智能的研究热点先后聚焦于专家系统、神经网

络、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等领域,并随着算力的提

高,在具体应用中取得了惊人的成果。1997年,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的深蓝计算机战胜了世界象棋冠军卡斯帕洛夫。

2016年,谷歌的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

石。2022年,OpenAI推出了基于大语言模型GPT-
3.5的应用ChatGPT,该应用已经能够处理医疗、教
育和法律等领域之前必须由人类解决的诸多任

务[3];而2023年,OpenAI推出了 GPT-4,其在数

学、编程等领域的水平已接近人类水准,被视作“通

倪晨凯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财税体制、科技

创新以 及 资 本 市 场 的 信 息 有 效 性。在

The
 

Accounting
 

Review、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管理世界》等

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主持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优 秀 青 年 基 金 项

目等国家 级 课 题3项,所 著 论 文 多 次 获 得 省 部 级 学 术 一

等奖。

华知威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体制和资本市场。

用人工智能的早期版本”[4]。2024年,OpenAI推出

了能够基于文本生成高保真视频的模型Sora,所生

成的视频能够相对准确地遵循现实世界的物理法

则,具备成为现实世界模拟器的潜力[5,
 

6]。
何谓人工智能?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国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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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①,世界其他国家与组

织也未达成统一的意见。例如,美国人工智能国家

安全委员会将人工智能定义为“计算机解决或执行

原本需要人类智能的问题或任务的能力”[7],欧洲议

会将人工智能定义为“机器所拥有的类似人类所掌

握的推理、学习、规划和创造的能力”[8],而经合组织

则将人工智能定义为机器所拥有的“基于特定目标

与输入,输出能够影响物理或虚拟环境的预测、内
容、建议或决策”的能力[9]。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于

2017年举办的“人工智能与经济学”会议上,强调人

工智能可以被划分成三个相关而不同的概念:基于

机器学习的预测技术、类人的通用性智能与自动化

技术[10]。上述定义虽然并不统一,但都强调人工智

能的载体是机器,具有能够基于人类所给出的目标,
像人类一般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

虽然人工智能的定义相对模糊,但政策制定者

和学者都已注意到人工智能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人工智

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把

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

的重大战略”。《规划》同时给出了我国人工智能分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2020年实现“人工智能产业

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2025年实现“人工智能

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一方面,人工智能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就实体经济而言,机器人在工业生产中的使用,显著

提高了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发展[11,
 

12];大数据分

析技术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知识整合,进而提高企业

的创新能力[13,
 

14]。就资本市场而言,人工智能已被

用于预测经济金融指标[15]、优化投资组合[16]、识别

财务造假[8]和评估信用风险[17]等。但另一方面,人
工智能的应用,也会冲击现有的就业结构,进而可能

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以自动化技术为例,自动化

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会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
而导致失业问题[18,

 

19]。并且,人工智能对不同行

业、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影响是不平衡的,从事

简单重复工作的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替

代,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20,
 

21]。此外,各国人工

智能投资水平的差异,也会加剧国家间经济发展水

平的不平衡现象[22]。
人工智能可能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但如何

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却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工智能的行为并不总是与人类的意图和价值观保

持一致。根据AIAAIC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人
工智能相关的负面事件与争议与2012年相比已经

上升了25倍[23]。2023年,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数

百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商业精英明确指出,“减
轻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灭绝风险,应当是与诸如大

流行病和核战争并列的全球优先考虑解决的问

题”[24]。

1.3 本文的结构和探讨的相关问题

基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及其可能带来的深远

影响,本文基于财税视角提出和探讨三个相关的问

题。第一,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税收征管,赋能税务

管理现代化? 第二,税制设计如何影响人工智能的

发展? 我们需要何种税制设计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

的发展? 第三,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引起科技伦

理问题,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加剧收入不

平等,进而需要税制改革? 后文内容将按照这一结

构展开阐述。

2 人工智能与税收征管

2.1 普遍的避税行为与有限的税收征管资源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避税行为

都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经合组织统计,跨国企业

的避 税 行 为 平 均 每 年 给 各 国 造 成 了1
   

000亿 至

2
    

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损失,相当于全球企业所得

税收入的4%~10%[25]。而在美国,根据其国税局

的统计,被规避掉的税收收入约占真实应税收入的

15%左右;对于理论上应承担较高税负的亿万富豪

而言,其 真 实 缴 纳 的 税 款 只 占 其 财 富 的 0% ~
0.5%[26]。税收征管资源的有限性是造成普遍且严

重的避税行为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发现,当税务

局获得更多的财政拨款时,其所发现的税务违规现

象的频次和规模都显著增加[27]。

① 我国自2016年将发展人工智能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来,先后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多个政策性文件。然而,除了《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义为“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技术”之
外,其他文件都未对人工智能给出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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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税收征管

人工智能在税收征管领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

色。与税务相关的信息大量存在且非常复杂,而税

收征管过程中人力资源面对大量复杂数据具有局限

性,这正是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发挥作用之处。

Guenther等[28]认为在税务领域,机器学习具有处理

大量复杂信息的能力,因此可能比人工具有更优越

的表现。该文基于企业的税务附注信息以及财务数

据,利用机器学习预测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且发现

机器的预测比金融市场中分析师的预测要更为准确。
此前的研究对于科技如何助力征管已经有了相

关的研究基础,比如,孙鲲鹏和石丽娜[29]发现互联

网大数据治税举措能显著提升企业税收遵从度。

Zhao[30]发现金税三期的实施加强了税务局监控企

业信息的能力,并使得企业的会计信息变得更具信

息量。Gavoille和Zasova[31]应用机器学习来将企业

分为税收遵从型和税收规避型的两个类别,并发现

后者不会对相关政策(如最低工资标准)做出决策反

应。技术上,Gavoille和Zasova[31]的步骤很好地说

明了人工智能在税收征管领域的一个应用方式。具

体而言,该文首先基于一组训练样本(该样本中的企

业的税收遵从或规避的状态是客观已知的),结合有

监督的机器学习训练出了一套有效识别税收规避的

算法。进一步,该算法结合其他公司的信息来识别

其税收遵从或税收规避的类型。在人工智能的帮助

下,判断企业税务行为这一决策过程可以部分实现

机器对人力的替代,进而促进税收征管的自动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税收法定原则下,税收征管尤

其需要算法的可解释性。征管机关不能仅凭算法的

判断来执行决定,而需要依据客观证据,并结合税法

来解释原理。这一点与现有研究中决策型人工智能

有关的问题存在本质的不同。可解释性使得人工智

能对于税收征管的实践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特殊

性。实践方面,税收征管对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

应用更多地在于获得预警和提示的证据,但结合税

法判断其是否存在避税行为和进行相应的征管则依

然需要人力;学术方面,对于人工智能与税收征管的

研究也需要尽量获得可解释 性,如 Lundberg和

Lee[32]中Shapley
 

Value的方法至少有助于解释哪

些指标在决策过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2.3 世界各国、各地区利用AI进行税收征管

人工智能在世界各经济体的税务部门中起着重

要作用。例如,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HMRC)在2010年上线了

Connect系统,该系统汇集了 HMRC掌握的海量大

数据,通过自动化分析识别可能的避税行为[33];澳
大利亚税务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ATO)
使用人工智能分析巴拿马文件,识别了从2018年以

来被规避的2.42亿美元税款,此外,人工智能还帮

助ATO识别出25亿美元的欺诈性申报[34];美国国

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加拿大税务

局(Canada
 

Revenue
 

Agency,CRA)和新加坡税务局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IRAS)也
都利用人工智能学习、分析纳税人的纳税信息,并
确定可能存在避税行为的纳税人,进而加强税务审

计的针对性。其中,IRAS明确指出,使用人工智

能确定审计对象并收回税款的效率是随机审计的

三 倍[3537],我 们 从 国 际 税 收 管 理 调 查 数 据 库

(International
 

Survey
 

on
 

Revenue
 

Administration,

ISORA)①中,获取了2018至2022年间全球174个

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中应用人

工智能的相关数据。如图1所示②,自2018年开始,
在税收征管中使用人工智能的经济体数量逐步上

升。从2018到2022年,已经应用AI的经济体数量

增加了75%(42/24-1),但直至2022年,仍然有过半

数的经济体并未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税收征管。
为了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税收征管中的应

用,我们从国际税收管理调查数据库中提取了声称

使用数据科学、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和虚拟助手

的经济体数量。其中,数据科学指利用数学、统计

学和计算科学从数据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机器人流

程自动化技术指机器通过学习,替代人完成部分流

程化工作的能力;虚拟助手则指机器或软件模拟人

类进行互动的能力。根据我们在1.1节中对人工

智能的定义,这三种技术最接近人工智能。如图2

①

②

国际税收管理调查(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n
 

Revenue
 

Administration)数据库(https://data.rafit.org/? sk=ba91013d-3261-42f8-
a931-a829a78cb1ec&sId=1445908451587)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美洲税务管理中心(Inter-American
 

Center
 

of
 

Tax
 

Administrations,CIAT)、欧洲内部税务管理组织(Intra-European
 

Organization
 

of
 

Tax
 

Administrations,IOTA)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五个国际机构共同建

立的关于世界各地税收管理状况的数据库。
图1中任意年度的经济体总数都小于174。这是因为2018—2022年间,一共有174个经济体参与了国际税收管理调查,但并非所有国

家每年都参与了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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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2022年人工智能在部分经济体的

税务部门中应用情况

 

图2
 

 2018—2022年部分经济体的税务部门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的情况———按人工智能技术分类

所示①,数据科学技术是最广泛应用的人工智能技

术,其次是虚拟助手技术,最后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技术。考虑到虚拟助手技术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

术可以节省税务部门在人力成本上的投入,我们建

议税务部门考虑加强此二类技术的应用。

  ① 在图2中声称使用了相关技术的经济体数量可能超过同期声称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体数量,这是因为国际税收管理调查是问
卷形式的自愿性调查,各经济体税务部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不同会影响其对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这一问题的回答。此外,我们所聚焦
的三类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属于交叉关系,而非完全包含关系,例如:数据科学中的回归分析不属于人工智能,但深度学习等则属于人工智能,
这也可能导致声称使用了相关技术的经济体数量可能超过同期声称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体数量。
  ② 本文使用的关键词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智慧稽查,智慧税务,大数据。
  ③ 本文未展示未找到人工智能相关政府采购公告的省份,此外,国家税务总局的人工智能相关采购也展示在图中。

2.4 我国政府使用AI进行税收征管

我国政府也已经注意到人工智能技术在税收征

管中的潜在价值。根据经合组织调查显示,我国于

2016年已开始筹划在税收征管中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38]。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明确提出要利用人

工智能处理税收大数据,进而识别高风险案源,提高

征管效率[39]。2019年,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了税收大

数据和风险管理局,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管理税收

大数据,统筹开展全国性、综合性风险管理特征库和

分析模型建设、验证和推广。2021年3月24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提出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

智慧税务建设,进而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

和智能化改造”。
研究我国政府如何在税收征管中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是重要且可行的。本文发现,我国政府部门利

用人工智能进行税收征管的行为和程度逐步提升,
且存在区域性差异。具体而言,本文从中国政府采

购网搜集并整理了2015年至2022年间税务部门与

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采购公告数据。样本起始于

2015年是因为自该年起,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全部在

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公布[40]。我们对采购数据进行

了如下筛选:(1)
 

采购人中明确包含“税务局”字样;

(2)
 

采购公告内容明确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相关关键

词②;(3)
 

采购公告类型为中标公告或成交公告。我

们共获得689条税务部门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采购

公告数据。
如图3所示,我们首先分年度展示了税务部门

人工智能技术相关采购的合同数量与金额。总体而

言,无论是合同数量还是合同金额,税务部门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采购呈上升趋势。
图4体现了我国政府部门对人工智能技术采购

的区域性差异。我们展示了按省份统计的税务部门

人工智能技术相关采购的合同数量与金额③,其中,
广东省的合同数量与合同金额都位列第一。

2.5 人工智能在我国税收征管中的具体应用

人工智能在我国税收征管中的具体应用大体可

以分为两类:税务稽查与纳税服务。
对于税务稽查而言,如2.3节所示,人工智能可

以帮助税收征管部门搜集、处理海量的纳税人信息,
并基于机器学习等方法识别潜在的税收规避行为。
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41,

 

42],深圳市税务局利用基于

图3
 

 2015—2022年税务部门人工智能技术相关

采购合同数量与金额———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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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5—2022年税务部门人工智能技术相关采购合同数量与金额———分省份

  ① 通过对采购公告进行关键词搜索从而确定与税务稽查和纳税服务相关的采购。就税务稽查而言,关键词为:稽查,预警,风险分析,
涉税违法,骗税,避税,偷税,逃税;就纳税服务而言,关键词为:自助办税,自助纳税,涉税服务,涉税辅助,涉税宣传,税务服务,税务辅助,税务
宣传,纳税服务,纳税辅助,纳税宣传。此外,在确定税务稽查相关采购时,我们要求采购公告不得出现纳税服务相关关键词,反之,在确定纳税
服务相关采购时,我们也要求采购公告不得出现税务稽查相关关键词。

人工智能的光学识别技术将纸质文件批量整理成数

字文件,搜集纳税人相关数据,便于数据的提取与分

析。2017年,深圳市税务局进一步建成大数据人工

智能风控平台。该平台能够基于正常纳税的企业和

存在虚开发票或虚假注册行为的企业的数据,使用

人工智能算法,总结出风险企业的80个重要风险特

征,进而精准识别风险企业,并且识别命中率接近

90%,有效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更重要的是,风险

特征将基于新的违规企业的数据不断更新,动态调

整。此外,深圳市税务局利用人工智能基于企业的

业务往来识别可能的关联企业集团,进而寻找潜在

的集团内部的避税行为。
除了辅助稽查外,人工智能还可以助力纳税服

务,通过帮助纳税人更迅速地了解税收政策、提供便

捷的纳税渠道来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进而提高

纳税遵从度。我国大连市税务局推出的具有虚拟形

象的数字人“爱连·塔克思”,能够用多种语言解答

纳税人的问题[43];广州市税务局的“智税call”甚至

可以根据税务部门设置的前置条件,主动对纳税人

发起通话,实现涉税辅导功能[44]。这些虚拟助手具

有随时待命和较少人工介入的特点,能够减少税务

部门的人工成本,也能更及时地响应纳税人的需求。
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分析纳税人特征,精准识

别税收优惠对象,进而更好地服务于税制设计。

2021年我国《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

见》明确指出,要“运用大数据精准推送优惠政策信

息,促进市场主体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举例而言,
我国河北税务部门就会通过大数据筛选符合税收优

惠政策企业,并“点对点”通知纳税人。在税收领

域之外,税务部门甚至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帮助企业

的日常运营。以四川省税务局为例,该局利用“全国

纳税人供应链查询功能”,通过税收大数据帮助企业

寻找到可能的供应商或销售渠道,仅2023年1~2
月即帮助28户企业实现30个产销项目的精准

对接[45]。
为了更详实地展现我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辅助

税收稽查和纳税服务的现状,基于所整理的2015至

2022年间税务部门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采购公

告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税务部门与税收稽查、纳
税服务相关的采购①。表1显示,年均而言,税务稽

查相关的合同数量约为纳税服务相关的合同数量的

1.39(11.125/8.000)倍,合 同 金 额 则 约 为1.49
(2

   

209.459/1
   

487.024)倍。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税收征管

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研究意义。广泛存在的

避税行为和有限的税收征管人力资源突出了基于算

法的税收征管的价值。一方面,结合大数据和机器

学习,人工智能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

更快的速度来识别税收遵从和税收规避行为。需注

意的是,税收法定的原则意味着这一领域对于可解

释性有着极高的要求。不同于其它决策问题对于算

法的黑箱性质的容忍,这一领域的特殊性可能使得

我们短期内只能结合人工智能得出税收征管的预警

信号和提示,而难以使用其完全替代人力征管。另

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辅助税务部门进行纳税服务,
并精准地识别出税制设计所面向的对象,使得税收

政策更具针对性。在“减费降税”的背景下,结合

2021年我国《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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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5—2022年税务部门人工智能相关采购合同数量

与金额———分类别对比

年度

税务稽查* 纳税服务**

合同数

(个)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数

(个)
合同金额

(万元)

2015 5   71.755
 

0   0.000
 

2016 5 183.980
 

1 200.619
 

2017 3 71.150
 

0 0.000
 

2018 11 955.852
 

3 614.480
 

2019 9 2
   

360.223
 

23 5
   

005.877
 

2020 22 4
   

544.416
 

15 2
   

331.817
 

2021 22 6
   

937.316
 

10 1
   

953.100
 

2022 12 2
   

550.980
 

12 1
   

790.298
 

年均 11.125 2
   

209.459 8 1
   

487.024

  *
 

基于采购公告内容是否包含下列任意关键词确定:稽
查,预警,风险分析,涉税违法,骗税,避税,偷税,逃税。此

外,在确定时剔除了包含纳税服务相关关键词的公告。
**

 

基于采购公告内容是否包含下列任意关键词确定:
自助办税,自助纳税,涉税服务,涉税辅助,涉税宣传,税务服

务,税务辅助,税务宣传,纳税服务,纳税辅助,纳税宣传。此

外,在确定时剔除了包含税务稽查相关关键词的公告。

中“运用大数据精准推送优惠政策信息,促进市场主

体充分享受政策红利”的思想,我们建议税务部门在

采购分配时,更多考虑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纳税

服务。举例而言,目前河北、广东等地税务部门已经

开始基于预先设定的规则和掌握的企业特征进行税

收优惠政策的精准宣传[44,
 

45]。然而,我国针对不同

行业、地域和类型的企业设置了多种不同类型的税

收优惠政策,由税务人员一一理解政策并制定政策

推送规则成本较高且耗时较长。因此,我们建议税

务部门考虑基于现有的海量纳税人信息,利用大语

言模型高效理解文本的能力,建立一个能够基于输

入的税收政策实时识别可能受益的纳税人的人工智

能系统,从而更快速地进行纳税服务。

3 税制设计如何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

3.1 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税收政策

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使得全球经济

体都开始思考如何设计政策来鼓励(以及在某些情

境下限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国、德国、英国、
法国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对有利于自动化技

术应用的资产投入给予了较高的税收优惠[46],我国

政府也不例外。2017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

确提及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作为需要重点培育的

新兴产业,提出了2023年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主要人

工智能创新中心的目标。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在关于如何推进数字经济创新

的讨论中,提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

用,并开展“人工智能+”的行动。
人工智能作为一类重要的科技创新,自然会受

益于我国的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这些

政策大体可以分为四类:(1)
 

对流向高新技术企业

的创业投资的支持,例如财税〔2018〕55号文规定,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时,可以

按投资额70%抵扣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这有

助于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发展;(2)
 

对吸引和培育

创新人才的优惠,例如财税〔2018〕51号文提高了企

业职工教育经费的税前扣除比例,财税〔2008〕7号

文规定对认定的高级专家延长离退休期间的工薪免

征个人所得税,这有助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育;
(3)

 

对企业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的税收优惠,例如

财税〔2011〕100号文规定对企业销售自行研发的软

件产品的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

即退,财税〔2023〕17号文则允许集成电路设计、生
产、封测、装备、材料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

加计1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而软件、集成电路

正是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载体。对于个人而言,《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由国家级、省部级

以及国际组织对科技人员颁发的科技奖金可以免征

个人所得税;(4)
 

对成果转化的支持,例如财税

〔2016〕101号文规定企业或个人以技术成果入股

时,可以选择递延纳税,这利于人工智能技术成果的

实际应用。更具体的针对人工智能产业的特定支持

则包括财税〔2020〕38号文,该文件允许中国(上海)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从事人工智能领域核心环节

相关产品、技术和业务,并开展实质性生产研发活动

的法人企业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减按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3.2 理论基础—税收政策与科技创新

作为一类重要的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的发展也

将受到制度和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税收政策一

直是我国政府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与财政资金直

接投入或者其他规制类政策不同,税收政策可以更

好地激活研发主体的创新意愿,并充分利用市场机

制的力量,更具普遍性[47]。并且,以税收优惠为代

表的税收政策,不直接受限于国家财力[48],更加灵

活。基于理性预期,政府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以期

利用其杠杆效应来引导微观主体的行为(如企业在

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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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方向存在较好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前
期研究对于税收政策如何影响风险承担,以及我国

和其它经济体的特定税收政策的效果提供了系统的

政策评估。熊彼特[49]在其著作中对税收的影响作

了简洁的描述:“一方面,税收是商业社会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税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

对创造过程造成伤害。”近期的学术研究则从多个税

制的角度来分析其对科技创新 的 影 响。Akcigit
等[50]发现无论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负担

都抑制了科技创新的活动,并造成了跨区域的发明

家的流动。刘行和陈澈[51]发现研发的加计扣除政

策(即: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所得税额时对于所发

生的研发投入可以多扣除一部分金额)促进了企业

的研发产出。黎文靖和郑曼妮[52]发现我国的财政

补贴和税收优惠虽然有助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

生成,但却造成了大量的低质量专利。吴怡俐等[53]

从税制对称性的角度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可以促进

企业的风险承担。

① 这是因为主体的责任是有限的,并且当项目失败时,主体可以及时终止项目,将亏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② 当然,这一制度也让人担心道德风险—即微观主体可能会于低质量的创新活动领域进行过度投入。如何缓解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

起的道德风险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现有的契约设计中(比如税收政策)经常加入代表主体的资质和信用的信息来解决这一问题。

3.3 后续研究—税制设计与人工智能的发展

结合上述的政策和学术背景,本文认为对于税

收政策如何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一问题值得

我们在后续研究中深入探讨和论证。
首先,现有的税收制度如何影响人工智能技术

的投入和发展? 从理论上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类

重要的科技创新存在高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高回报率

等特征;而从政策上而言,现有的对于科技创新的财

税政策已经可以被人工智能的相关企业和个人所应

用。但考虑到人工智能的特殊性,我们需要明确的

是不同企业的“人工智能敞口”(AI敞口)是不一样

的—“AI敞口”指的是企业会在多大程度受到人工

智能的影响以及有多大的动机去追求人工智能的发

展[54]。这也是区分财税制度如何影响人工智能的

研究和其如何影响科技创新的研究的重要之处。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更具体地分析如下问

题,即:财税激励制度是否有助于高AI敞口的企业

更多地增加人工智能方面的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
类似的财税制度包括研发的加计扣除、政府的财政

补贴、高新技术企业的税率优惠等等。此外,特定的

税收政策直接为人工智能的相关行业所设计,其政

策效果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举例而言,作为人

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和上游行业,芯片的发展影

响着人工智能所需的算力。2023年,我国对这一行

业推出了多项税收激励制度。财税〔2023〕17号文

允许集成电路行业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即企业的购

进所对应的可扣除的增值税额)享受15%的加计

扣除;《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则将该行业研发加计扣除

的比例提升 至120%,超 过 其 它 行 业 的100%的

比例。
其次,什么样的税收制度可以促进人工智能方

向的科技创新? 考虑到人工智能投入的风险承担的

属性,本文认为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税制应该有助

于政府与人工智能研发主体之间实现风险共摊,并
尝试让微观主体(企业及个人)能实现“凸性收益”
(Convex

 

Payoff)。图5描述了这一收益特征,其中

横轴为项目的应税收入,纵轴为企业的税后回报。
当项目失败导致主体应税收入为负时,其承担的亏

损是有下限的①,并且主体应税收入为负时,收益的

斜率是小于应税收入为正时的斜率,这是因为政府

通过退税等优惠政策与主体共担风险;而当项目成

功,使得主体应税收入为正时,其能获取的潜在收益

是无限的②。事实上,经济和社会中的多项现有制

度满足这一特征,比如有限责任制、股权投资、期权

激励等等。但是,税制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向的设计,
即盈利时征税但亏损时不退税。基于这一思想,后
续的研究可以从多项符合这一特征的制度来展开

研究,比如增值税的留抵退税、企业亏损时所获得

的政府补贴或财政援助,以及我国尚未推出、但在

其它经济体已经存在的所得税亏损退税(tax
 

loss
 

carryback)的制度。从政策的角度,我们建议对高

AI敞口的企业单独设立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提高其

人工智能业务相关的增值税留抵退税额度与便利

程度,进而更好地实现政府与企业的风险共担。此

图5
 

 鼓励科技创新的凸性收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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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考虑到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周期较长,
对于获得人工智能相关政府采购的企业,我们建议

税务部门延长企业所得税税前弥补亏损的结转

年限。
这一部分所提及的后续研究方向将在两个方面

体现其重要的价值。学术方面,对于人工智能这一

类特殊且重要的科技创新,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告

诉我们机制设计(本文关注财税方向)是否以及如何

影响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创新;政策方面,这一领域

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机制设计的规律,对后续可

能以及可以推出的制度形成政策后果的理性预期,
并基于预期指引制度的创新。

4 人工智能、科技伦理与税收政策

4.1 人工智能、科技伦理与收入不平等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对人类大有裨益的同时,
也会带来复杂而重要的伦理问题[55]。2021年11月

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93个会员国通过了全

球首份关于人 工 智 能 伦 理 的 全 球 性 协 议。该 协

议[56]指出,人工智能将造成就业和劳动、社交、卫生

保健、教育、媒体、信息获取、数字鸿沟、个人数据和

消费者保护、环境、民主、法治、安全和治安等多方面

的问题,并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采取适当的措施

处理可能的伦理问题,从而更好地使人工智能造福

人类。我国于2021年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

规范》就明确规定,要“坚持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
确保人工智能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2022年,国务

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指
出创新主体(如高等学校、企业等)要承担起科技伦

理管理主体的责任,对于从事人工智能研究且研究

内容涉及伦理敏感领域的单位,还应当设置科技伦

理委员会。该意见还指出,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计

划在全流程都应当加强科技伦理的监管。
收入不平等是人工智能涉及的诸多伦理问题中

颇为重要的一项[22,
 

56]。科技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创
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即其会创造一部

分新的工作或行业,但同时会摧毁一些原有的工作

或行业。虽然科技发展整体会提高生产率[49],但这

一过程会出现收入的重新分配以及贫富差距的可能

加剧。国家和社会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利润最大

化。在利用税收政策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我
们也应当平衡对就业、共同富裕等重要目标的追求,
这意味着制度需要及时和合理地应对科技的发展及

其所带来的影响。

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比尔·盖茨呼吁政府

对机器人征税。他认为科技的发展直接冲击到了一

些传统的工作,并可能在局部造成失业。同时,对于

特定人群(比如儿童、老人、残疾人)的照顾过程中更

需要人类的情感。因此,政府应该对于此前由人力,
而现在由机器人所完成的工作征税(比如对拥有机

器人的企业),并重新分配给更需要人力的岗位。在

具体的政策颁布上,韩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

对机器人征税的国家[57]。
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理解并利用税收政策解

决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Cornelli等[22]关于86
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的投资和应用

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
改变了现有的就业结构。例如自动化机器人在工业

生产中的应用,替代了部分劳动力,并且这种替代效

应是不均衡的,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被替代,因此会

加剧贫富差距[18,
 

19,
 

5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

意味着资本需求的增加,而这将推动资本的回报率

进一步上升,进一步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20]。此

外,劳动者由于担忧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风险,往往

会选择减少其所持有的股票资产以减少总的风险敞

口,但这同时减少了他们本可以分享的人工智能发

展带来 的 经 济 红 利,进 一 步 减 少 了 他 们 的 财 富

增长[59]。
但是对于中长期的影响,现有研究也提出了不

同的观点。Acemoglu和 Restrepo[19,
 

60]指出,人工

智能的应用虽然取代了部分传统劳动力,但也催生

了许多新职位的诞生,例如数据专家、视听专家等,
劳动力需求并不必然降低。Agrawal等[61,

 

62]认为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图灵转换”这一路径来降低不平

等。该文认为,人工智能将通过技术来简化工作,降
低职业进入的壁垒,并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但

是,这一转变可能很难在短期内完成,且难以适用所

有的行业。Liu等[54]对上述思想进行实证分析,区
分了不同工作对于人工智能的敞口—即工作与人工

智能的联系程度,并发现当敞口比较高时:(1)
 

高技

术工作的招聘信息增加了,但雇佣却没有增加,说明

人力资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调整;(2)
 

低技术工

作的招聘和雇佣都未体现出“图灵转换”所预测的

增加。

4.2 人工智能、收入不平等和税制变革

现实中,应对技术冲击的“图灵转换”很难在短

期内实现,这一过程需要教育的投入、认知的变化和

时间的积累。当前就业的一代在技术冲击前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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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职业选择,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更换就业岗位

来应对技术冲击。这也使得学者们考虑技术冲击的

动态效应下的最优税制设计[6365]。Acemoglu等[66]

基于美国税制有利于资本收入而不利于劳动收入的

现实指出,应当对自动化技术的使用征税以实现充

分就业。Guerreiro等[65]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一个

应对自动化的最优税制。该文认为在技术冲击刚开

始的期间,政府应该征收机器人税以通过再分配来

平滑技术进步,这一段时间内的从业者在技术冲击

之前已经选择了教育和职业;而在此后的时期(该文

认为是约三十年的过渡期),未来的从业者有足够

的时间和能力来结合技术进步以从事更合适的职

业,此时,政 府 不 再 需 要 征 收 机 器 人 税。然 而,

Thuemmel[63]则认为,在技术冲击初期,由于机器人

成本较昂贵,政府应当补贴机器人的发展,从而总体

提高社会福利,但是当机器人成本变低并广泛应用

时,低收入人群可能会失业,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现

象,此时则应当对机器人征税,进而缓解不平等

现象。
综上所述,类似于其它的科技进步,人工智能在

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引起收入的再分配和不平等,而
社会和经济在提高生产率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目

的,比如就业、稳定和其它的社会福利。不同的目标

意味着不同的税制设计,如果追求人工智能的发展

需要鼓励型的税制,那么降低人工智能所引起的收

入不平等则需要合理地通过再分配政策在全社会分

享人工智能的技术福利。看似逻辑相反的两个税制

设计原则其实是因为不同的目标以及不同的阶段所

导致。因此,在阶段性的给定目标下的最优税制设

计,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财税问题。
我们建议,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对低技术人群

造成冲击的当下,政府可以考虑通过税收政策引导

低技术人群进行就业转型,帮助低技术人群将人工

智能应用在工作之中,从而适应人工智能的冲击。
举例而言,税务部门可以提高企业对员工进行人工

智能相关的技术培训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
而引导企业帮助低技术人群进行就业转型。人工智

能产业 的 迅 速 发 展,本 身 会 提 高 社 会 的 总 体 产

出[63],从而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而这部分新增的

税收收入可以一定程度上支撑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而当社会和从业者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之后,
则可以逐步取消上述政策。

值得指出的是,人工智能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并

不仅仅止于上述情形,本文对该问题的探讨也存在

一些局限性—即主要从科技进步如何影响收入分配

的角度出发。但是,人工智能也可能因其他原因而

产生不平等。比如,基于历史数据的学习和由其所

生成的算法可能使得过去被歧视的人群进一步被算

法歧视。制度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也是同样重要和值

得探讨的,期望后续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过程中

能对这一类问题展开分析和思考。

5 总 结

本文基于人工智能与税收这一主题探讨现有的

学术研究、税制实践以及后续的重要研究问题。从

税收征管的角度,人工智能将通过其处理大量、复杂

数据的能力来提升税收征管的自动化。分析人工智

能被如何应用于税收征管,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对
纳税主体和政府)都是有重要研究意义的问题。从

科技创新的角度,现有的机制设计(如鼓励科技创新

的财税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

一个重要且可行的研究方向。其不仅评估了现有政

策的作用,也为后续进一步推出税收政策变革提供

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性预期。从科技伦理的角

度,研究人工智能对收入不平等的可能影响,及其所

需的税收政策变革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

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基于税收视角的人工智能研究

有其特殊性。具体而言,不同于其他决策型的人工

智能应用,税收征管中的人工智能应用需要注意可

解释性,在不能完全满足的条件下则需要结合人力

征管;开展税制设计对于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影响的研究则需要区分不同行业和企业的AI敞

口,即其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最后,
对于不平等的分析则需要考虑到技术冲击的阶段性

特征,即人工智能在不同阶段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

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对于税收政策的分析也需要有

相应的动态性。
本文对人工智能和税收的讨论依然存在较多的

局限性。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影响依然存在较多的争

议和不确定性,比如其价值对齐问题以及发展过程

中可能面临的能源危机。但是,恰因人工智能技术

正处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
更体现出后续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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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genera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W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a
 

tax
 

perspective.
 

First,
 

how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ed
 

in
 

tax
 

enforcement?
 

Through
 

its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alleviate
 

the
 

resource
 

limitations
 

in
 

tax
 

administration.
 

However,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nterpretability
 

may
 

affect
 

its
 

application
 

in
 

tax
 

enforcement.
 

Second,
 

how
 

does
 

tax
 

system
 

desig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n
 

importa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herently
 

requires
 

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inally,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aise
 

technological
 

ethics
 

issues,
 

particularly
 

in
 

exacerbating
 

income
 

inequality,
 

which
 

in
 

turn
 

necessitates
 

tax
 

reform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consider
 

not
 

onl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but
 

also
 

the
 

adjustments
 

in
 

income
 

and
 

employment
 

that
 

accompan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Based
 

on
 

these
 

three
 

aspects,
 

this
 

article
 

combines
 

existing
 

research
 

and
 

tax
 

practices
 

to
 

propose
 

some
 

issue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atten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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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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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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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progress;
 

technologic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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