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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我国３１个省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面板数据建立随机生产边界模型，运用ＫＬ方法进行税收的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结果表明：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连年大幅提高是税收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潜在税基的

扩张（即前沿面的外移）是税收超增长的第二推动力量；而从规模效率上来看，税收增长表现出经济发展的

规模效率和人力投入的规模无效率，总体贡献值在２０００年以后常年为负。应提高税收征管技术效率，进一
步发挥技术进步在税收增长中的作用；并精简机构，控制税务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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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
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我国税收收
入年均增长１８．１６％，大大超出同期 ＧＤＰ（当前价）
约１４．１０％的年均增长率，国内学者称之为“税收超
ＧＤＰ增长之谜”。我国税收收入的超增长不仅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也引发了纳税人对实际税

收负担的诘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甚至在２００６年
专门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解释我国税收超增长

的原因所在。国内学者也从多种角度对这一谜题

进行了解释，大体上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经

济因素。伴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经济结构优化、

外贸持续增长，我国税源的质量得到极大地提高，

从而带动税收弹性的增大（许宪春，２００５）。二是管
理因素。吕冰洋等（２００７）的实证研究表明，征管水
平的提高是我国税收超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三是

政策因素。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又经历了

税种的扩充、征税范围的扩大及税率的提高，这些

临时性或一次性调整成为税收超增长的重要原因

（贾康 等，２００２）。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大多偏重于
其中一点展开研究，且主要以理论陈述为主，少有

系统的实证研究，没有精确度量各因素对税收增长

的贡献率，因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把ＧＤＰ当成宏观的资
本投入，税收收入当成产出，那么税收超 ＧＤＰ增长
实际上是产出和投入的非同步增长，也就是生产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变化 （Ｋｕｍｂｈａｋ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首先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的概念，并用 Ｓｏｌｏｗ余值法进行了
测算。但 Ｓｏｌｏｗ的研究隐含最优生产的假设，而
Ｆａｒｒｅｌｌ（１９５７）指出在实际生产中通常是存在技术非
效率的。随着生产边界方法的引入，这种非效率程

度的数学计量成为现实，由此衍生出两种较为成熟

的 ＴＦＰ分解方法：基于数据包络分析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
数法（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１９５３；Ｃａｖ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２）和基于随
机边界分析（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ＦＡ）的
ＴＦＰ分解方法（下文简称 ＫＬ分解）。前者在国内
外的税收征管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如 Ｆｉｎｎ等
（２００５）用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方法研究了挪
威税收征管中各因素的贡献率；国内也有少数研究

者将该方法应用在我国的税收征管问题，如解垩

（２００９）、刘穷志等（２００９）。与之相比，基于 ＳＦＡ的
ＫＬ分解方法在国内主要应用在经济增长、粮食生
产等研究中（傅晓霞 等，２００６；黄金波 等，２０１０），而
在税收方面的应用尚属空白。

国内已有研究采用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
法，一方面，研究较为笼统，没有和税收的超增长问

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从方法本身

而言，作为非参数方法，ＤＥＡ不提供具体的生产函
数形式，缺乏明确的经济学意义。另外，作为非随

机方法，ＤＥＡ也没有考虑随机误差冲击的影响，从
而造成了估计偏误。鉴于此，本文拟在随机生产边

界模型的基础上运用ＫＬ方法进行 ＴＦＰ增长分解，
分析各因素对我国税收超增长的贡献程度，以期更

为准确地把握我国税收超增长的原因及其影响

因素。

二、随机生产边界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１．生产函数模型的构建
本文建立超越对数（Ｔｒａｎｓｌｏｇ）生产函数形式的

随机边界模型如下：

ｌｎｙｉｔ＝β０＋β１ｌｎＧ２ｉｔ＋β２ｌｎＧ３ｉｔ＋β３ｌｎＰｉｔ＋

β４ｔ＋
１
２［β５（ｌｎＧ２ｉｔ）

２ ＋β６（ｌｎＧ３ｉｔ）
２ ＋

β７（ｌｎＰｉｔ）
２＋β８ｔ

２］＋β９ｌｎＧ２ｉｔｌｎＧ３ｉｔ＋
β１０ｌｎＧ２ｉｔｌｎＰｉｔ＋β１１ｌｎＧ３ｉｔｌｎＰｉｔ＋
β１２ｔｌｎＧ２ｉｔ＋β１３ｔｌｎＧ３ｉｔ＋β１４ｔｌｎＰｉｔ＋
（ｖｉｔ－ｕ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表示生产者ｉ在时期ｔ的产出，在本文
中用来表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和地

方税务局组织的税收收入总量。Ｘｉｔ是各要素的投入
向量，本文选取了税务人员投入（Ｐ）、第二产业增加
值（Ｇ２）、第三产业增加值（Ｇ３）等变量，前者为税务
机构方面的人力投入，后两者则是地方经济体可利

用的客观税基。需要说明的是，鉴于第一产业税收

占总税收的比例已经不足０．２％，因而未将其计入
投入要素之中。ｔ表示生产可能性边界随时间变化，
用来刻画前沿技术进步趋势，本文将 ｔ从１９９７年起
记为１，往后依次递增，用以衡量随着时间变化技术
进步因素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之所以采用超越

对数生产函数形式，主要是为了克服一般函数无法

衡量技术进步和替代弹性的缺陷。超越对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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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由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等（１９７１）提出，具有变替代弹
性、易估计和包容性强等特性，不仅被视为近似于

任何形式生产函数对数形式的二阶泰勒级数，而且

在结构上属于平方反应面模型，即在投入空间内的

领域可以较好地分析生产函数中各投入要素的相

互影响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技术进步

随时间的变化率。

２．技术效率方程的构建
上述生产函数随机扰动项为复合扰动项，由 ｖｉｔ

和ｕｉｔ两个独立部分组成。其中，ｖｉｔ是经典白噪声，表
示统计噪音误差和除 Ｘｉｔ外生产者不能控制的其他
随机因素；ｕｉｔ为非负随机误差项，表示生产技术非
效率项，即技术效率ＴＥｉｔ＝ｅｘｐ（－ｕｉｔ）。如果ｕｉｔ＝０，
则ＴＥｉｔ＝１，表示生产个体处于完全技术效率状态；
如果ｕｉｔ＞０，则０＜ＴＥｉｔ＜１，表示生产个体处于生
产前沿下方，存在生产非效率。对ｕｉｔ的形式，在实际
应用中最常见的是 Ｂａｔｔｅｓｅ等（１９９２）和 Ｂａｔｔｅｓｅ等
（１９９５）提出的经典模型。考虑到前者 ｕｉｔ具有指数
线性增长率的假设太过局限，可能无法有效捕捉技

术效率的时间效应，本文采用Ｂａｔｔｅｓｅ等（１９９５）提出

的对技术效率方程和生产函数方程联合估计的一

步法模型，并参考黄金波等（２０１０）的方法，对技术
效率方程设置如下：

ｕｉｔ＝δ０＋δ１ＧＰＳ＋δ２ＰＥＲＴ＋δ３ＧＰＳ×ｔ＋
δ４ＰＥＲＴ×ｔ＋δ５ｔ＋εｉｔ （２）

其中，ＧＰＳ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用以衡量地区经济结构特征；ＰＥＲＴ为第三产
业增加值除以税务人员总数，用以衡量税源集中度。

３．模型形式的检验
与此同时，为了使本文建立的随机生产边界模

型更有说服力，我们还对以上方程式进行了三个广

义似然比检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ａｔｉｏＴｅｓｔ），构
造统计量为：

λ＝－２ｌｎ［Ｌ（Ｈ０）／Ｌ（Ｈ１）］
＝－２［ｌｎＬ（Ｈ０）－ｌｎＬ（Ｈ１）］ （３）

ｌｎＬ（Ｈ０）为受约束的随机边界模型的对数似
然函数，ｌｎＬ（Ｈ１）为无约束随机边界模型的对数
似然函数值。如果原假设（Ｈ０）成立，则统计量 λ
服从混合卡方分布，自由度为受约束随机变量的

个数。

表１　函数形式的检验

Ｈ０及含义
ｌｎＬ（Ｈ）

Ｈ０ Ｈ１
χ２ 自由度

临界值

１％ ５％
结论

生产函数为ＣＤ形式

β５ ＝β６ ＝β７ ＝β９ ＝β１０ ＝β１１ ＝０
－９６．９７１ －２．１３６ １８９．６７ ６ １６．８１２ １２．５９２ 拒绝

不含技术进步

β４ ＝β８ ＝β１２ ＝β１３ ＝β１４ ＝０
－８．７９８ －２．１３６ １３．３２４ ５ １５．０８５ １１．０７０ 拒绝

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

β１２ ＝β１３ ＝β１４ ＝０
－１６．０９０ －２．１３６ ２７．９０８ ３ １１．３４４ ７．８１５ 拒绝

技术效率无时间效应

δ３ ＝δ４ ＝δ５ ＝０
－９．２９４ －２．１３６ １４．３１６ ３ １１．３４４ ７．８１５ 拒绝

　　由表１可知，对系数的似然比检验在５％显著
水平上拒绝了生产函数为 Ｃ－Ｄ形式、不含技术进
步、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无时间效应四

项假设，这证明我们建立的随机生产边界模型是正

确的。

三、基于随机生产边界模型的 ＴＦＰ增长
分解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我们从税收征管效

率的角度将税收ＴＦＰ增长率的公式表示如下：

ＴＦＰ· ＝ｙ·－Ｘ· ＝ｌｎｙ
ｔ
－

ｊ
Ｘｊ
·

＝ｌｎｆ（Ｘ，β，ｔ）
ｔ

＋
ｊ
（ｅｊ－１）Ｘｊ

· －ｕ
ｔ

＝ｌｎｆ（Ｘ，β，ｔ）
ｔ

＋（ｅ－１）
ｊ

ｅｊ
ｅＸｊ
· ＋


ｊ
（
ｅｊ
ｅ－ｓｊ）Ｘｊ

· －ｕ
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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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ｙ表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收
入总量；Ｘｊ仍然表示各种要素的投入向量；“·”表示

相应变量的增长率，如ＴＦＰ· ＝ΔＴＦＰＴＦＰｔ
；ｅｊ代表投入要

素ｊ的税收收入弹性，ｅ＝
ｊ
ｅｊ代表规模弹性；ｓｊ表

示投入要素ｊ占总成本的份额，满足
ｊ
ｓｊ＝１。

根据Ｋｕｍｂｈａｋａｒ等（２０００）的研究，税收ＴＦＰ增
长最终分解成以下四部分：

前沿外移（Ｔｃｈ＝ｌｎｆ（Ｘ，β，ｔ）
ｔ

），表示控制要

素投入后，产出随时间的变化率，反映生产边界（前

沿面）随时间的移动趋势。这里所说的生产边界其

实就是潜在（最优）征税能力（ｔａｘ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表示从
可税税基（ｔａｘａｂｌｅｂａｓｅ）中可以取得的最大税收量
（Ｃｈｅｌｌｉａｈ，１９７１）。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意味着技术进
步是非希克斯中性的，存在与各投入要素的交叉

项。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进，税收征管信息化使

得越来越多的隐匿税源进入纳税视野，可税税基越

来越宽；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税率上的“宽打窄用”

（高培勇，２００６），致使法定税基在实际征管中的逐
渐拓宽以及费改税等制度变革，也使得可税税基逐

渐增大，从而促进了前沿面的外移。

技术效率变化（ＴＥｃｈ＝－ｕ
ｔ
），表示控制要素

投入和技术水平后，实际税收收入与最优税收收入

比值的变化率，反映实际生产面对生产前沿面的追

赶速度。这里的技术效率其实就是税收努力程度

（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即实际税收相对最优税收的实现程度
（Ｂａｈｌ，１９７１；Ｓｔｏｔｓｋ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规模效率（ＳＥｃｈ＝（ｅ－１）
ｊ

ｅｊ
ｅＸｊ
·
），表示在

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要素投入后产出的变

化状况。ｅ－１＞０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ｅ－１＜０
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减，ｅ－１＝０则意味着规模报酬
不变。

配置效率（ＡＥｃｈ＝
ｊ
（
ｅｊ
ｅ－ｓｊ）Ｘｊ

·
），
ｅｊ
ｅ－ｓｊ表

示实际要素投入比例与利润最大化条件下新古典

增长模型要求的最优要素匹配比率的差别。由于

配置效率对 ＴＦＰ的影响依赖于投入要素价格相关
信息，在缺乏投入价格的情况下，通常假定配置有

效，
ｅｊ
ｅ－ｓｊ＝０，从而配置效率项为０。

综上所述，我们将税收 ＴＦＰ增长率分解为前沿
外移、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三项：

ＴＦＰ· ＝Ｔｃｈ＋ＴＥｃｈ＋ＳＥｃｈ

四、估计结果分析

１．模型估计
在所建随机生产边界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我国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
数据进行估计。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

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分行业增加值等数据来源

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税务机构中人员总数、税

务部门组织收入等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税务年

鉴》。运用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４．１软件进行分析，估计结果
见表２。

表２　随机生产边界模型估计结果

系数 变量 估计值 系数 变量 估计值

β０ 常数项 ８．７０８ β１１ ｌｎＧ３ｌｎＰ －１．２９３

β１ ｌｎＧ２ ３．０１９ β１２ ｔｌｎＧ２ －０．０６７

β２ ｌｎＧ３ ４．９８１ β１３ ｔｌｎＧ３ －０．１４１

β３ ｌｎＰ －６．２４１ β１４ ｔｌｎＰ ０．２４２

β４ ｔ －１．１０７ δ０ 常数项 －１．６２１

β５ ｌｎＧ２ｌｎＧ２ ０．８６０ δ１ ＧＰＳ ３．４００

β６ ｌｎＧ３ｌｎＧ３ ２．１０７ δ２ ＰＥＲＴ －０．４７２

β７ ｌｎＰｌｎＰ １．６０８ δ３ ＧＰＳ·ｔ ９．８５３

β８ ｔ２ ０．０３２ δ４ ＰＥＲＴ·ｔ －０．４８８

β９ ｌｎＧ２ｌｎＧ３ －０．７５５ δ５ ｔ ０．１０４

β１０ ｌｎＧ２ｌｎＰ －０．３１２γ＝０．３８４ＬＲ＝２３．０６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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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ＦＰ增长分解示意图

　　估计得出的该 ＳＦＡ模型 γ统计量为 γ＝
σ２ｕ／（σ

２
ｕ＋σ

２
ｖ）＝０．３８４，表示实际税收收入与最优

税收收入的差距有 ３８．４％来源于技术无效率，因
此，引入技术非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是必要的。

２．ＴＦＰ增长分解结果
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平均 ＴＦＰ增长分

解结果如图１所示。
可以看到，我国税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

依赖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其平均贡献率达到

８０％，这与潘雷驰（２００８）利用税收努力指数（ＴＥＩ）
测算的结果（８８．７４％）较为相近，也印证了吕冰洋
等（２００７）针对税收征管效率增收作用的实证研究；
但与解垩（２００９）基于ＤＥＡ的Ｍａｌｎｑｕｉｓｔ指数方法的
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他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全国面板
数据的分析显示，技术进步引起的前沿外移是主要

因素，而效率变化的贡献略低。实际上，其结果的

出入更多来自于其所用的２００４年的极端值的影响。
从图１中可以看到，技术效率变化（ｔｅｃｈ）一直稳中
有升，近年来趋于平坦，说明我国税务人员的税收

征管效率经历了较快增长后开始维持恒速提升。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征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和

税收环境的日趋复杂，对我国税务人员的要求也在

不断提高，通过知识化、年轻化的人员选拔以及专

业化的培训，我国税务人员的学历水平、操作能力

都在不断提升，税收征管的技术效率提高也就不难

理解了。此外，各地税务机构每年依据快于经济增

长２～３个百分点标准制定的征税任务指标，也成为
促使税收征管技术效率连年追高的行政性动力。

我国税收ＴＦＰ增长的第二推手是前沿外移，或
者说是潜在税收能力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可税税

基的扩展。一方面，随着“金税工程”等一系列征税

手段的完善，逃税率降低，一部分“影子经济”加入

到税基中来；另一方面，虽然有几次税制的调整涉

及局部的减税，但由于“宽打窄用”等行政性因素，

总体的税基把握还是呈现“从松到严”的趋势。另

外，一些“费改税”的调整（如车辆购置税、燃油税改

革）也扩大了潜在税基。从图中可以看到，前沿外

移（ｔｃｈ）在前两年为负，而后保持在０．０３左右，对
ＴＦＰ增长的整体贡献率平均维持在１２％以上；２００１
年开始，在规模效率为负的情况下，前沿外移的贡

献率平均接近２０％。
与技术效率变化和前沿外移不同，规模效率因

素的贡献波动较大。到２０００年为止，规模效率一直
为正且数值较大，甚至在２０００年超过技术效率变化
成为第一大因素；但２００１年急剧下滑为负，在随后
的几年里的波动也较大，数值常年为负。根据公式

（４）可以看到，规模效率主要取决于各个投入要素
的产出弹性（即税收收入弹性），下面从经济要素、

人力要素来看税收收入弹性的趋势图，如图２所示。
可以看到，税务人员投入的税收收入弹性（ｅｐ）

除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以外一直为负，这说明我国税
务人员的纯人力投入已经不能带来增税效果，具有

规模非效率。而二、三产业总增加值的税收收入弹

性（ｅｇ）一直在１以上，表明经济要素投入具有规模
效率，即一单位ＧＤＰ的提高可以获得高于一单位的
税收增加。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于税制的累进

性质，虽然同样是以现价计算，但价格水平的提高

会通过级次爬升等方式带来税收的超量增长；二是

ＧＤＰ和税基具有非一致性，除了增值税外各税种的
税基都是总量或存量概念，而 ＧＤＰ是增量概念，存
在重复计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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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投入要素的税收收入弹性示意图

五、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我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面板数据建立随
机生产边界模型，借鉴 Ｋｕｍｂｈａｋａｒ等（２０００）的方法
进行了税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结果表明：

第一，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连年大幅提高，是税收超

增长的主要原因（其平均贡献率高达８０％），这既是
税务机构及广大税务人员主观征税能力提升的结

果，也得益于税务部门客观刚性指标的推动。第

二，技术进步和费改税等扩张式调整等带来的潜在

税基的扩张（即前沿面的外移），是税收超增长的第

二推动力量，平均贡献率在１２％以上。第三，从规
模效率上来看，税收增长表现出经济发展的规模效

率和人力投入的规模无效率。因此，税务机构“粗

放式”的人力投入已不能带来显著的增税效果，这

也是造成规模效率因素的贡献值常年为负的重要

原因。

基于上述结论，对于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

促进税收收入增长建议如下：

首先，注重发挥技术进步在税收增长中的首要

作用。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继续深

化税务系统技术创新和信息化进程，通过多系统信

息共享、跨部门网络互联建立一个业务覆盖全面、

功能强大、监控有效、全国联网运行的税收信息管

理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进步对税收征管的带

动作用。

其次，有针对性地提高各地区税收征管技术效

率。一方面，改善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培植第三

产业，涵养税源，提高第三产业的税收收入弹性及

其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注重信息化在

税收实务中的运用，通过提高税务人员文化素质、

培训税务人员业务能力，促使技术进步有效转化为

技术效率。

最后，深化税务机构改革。进一步精简功能重

叠的机构，控制税务人员数量，并且在税收信息化

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培养专业化的信息技术人

才，提高税务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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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论坛》参考文献格式说明
本刊从２０１１年１期起参考文献采用著者出版年制标注，根据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及

ＣＡＪＣＤＢ／Ｔ１２００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对本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做如下说明：
一、正文中的标注

（１）正文中参考或引用了有关文献的地方用“（著者名，出版年）”标注，著者包括个人和机构，中国人著者标注
姓名，外国著者只标注姓氏；若有多名著者，只列第一著者，空半格后加“等”或“ｅｔａｌ”。如：（李小兰，２００８）、（张国
民 等，２００６）、（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１）、（Ｎｏｎａｋ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正文中已提及著者名，则在其后的“（）”内只需著录出版年。
如：杨大勇（２００７）……

（２）引用同一著者同年的多篇文献，在出版年后标注 ａ、ｂ、ｃ……区别。如（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１ａ）、（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１ｂ）。
（３）一处同时引用多篇文献，各文献间用分号隔开。如（孙洁 等，１９９９；李立，２００２）。若多篇文献为同一著者，各文
献出版年用逗号隔开。如（李小兰，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ａ，２００８ｂ；李立，２００２）。

（４）多处引用同一著者的相同文献，在各处均应标注；若为需要标注不同页码的专著、学位论文、报告等文献，
则在括号后用上标标注页码，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则不著录引文页码。如（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３）９１４、（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３）２５。

二、文后参考文献表的组织与格式

各参考文献不编序号，在文后的排列顺序为：首先按文种集中，一般以中文、日文、西文、俄文、其他文种为序；

然后按著者字顺（汉语拼音、英文字母）排列；同一著者的文献按出版年排序。各类文献具体著录格式如下：

报纸文章：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Ｎ］．报纸名称，年月日（版数，即文章在报纸的第几版）．
期刊论文：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Ｊ］．发表刊物，卷（期数）：文章起止页码．（无卷数的，可省略）
专著：著者．出版年．书名［Ｍ］．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整体参考时不需起止页码）．
论文集析出文献：著者．出版年．文章题目／／论文集著作权人．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析出文章的起止页码．
会议论文：著者．出版年．论文题目［Ｃ］／／论文汇编著作权人．论文汇编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起止
页码．
参考工具：著者．出版年．文献题目［Ｋ］．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著者．出版年．论文题目［Ｄ］．出版地：出版者：引用参考部分的起止页码（整体参考时不需起止页码）．
标准：主要责任者（任选）．出版年（任选）．标准编号，标准名称［Ｓ］．出版地（任选）：出版者（任选）．（任选是指若
查不到可省略）

专利：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公告日期或公布日期．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编号［Ｐ］．
网络文献：著者．文献发表或更新年．文献题目［ＯＬ］．网站名，［引用年月日］．网址．
其他文献：著者．文献发布或发表年．文献题目［Ｚ］．其他需要著录的内容．
注意：若是期刊文章，请务必给出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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