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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冲击、民间金融与农民起义
———典当的避险作用

胡金焱 张 博 范辰辰
(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 关于以典当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在应对气候冲击引致的生存风险方面的作用，现

有文献尚存争议且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基于 1470 － 190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典当业

如何影响旱涝灾害引发的农民起义。研究表明，典当业发展有助于降低旱灾引发农民起义的

发生率，这是因为提供小额抵押贷款的典当业能够融通资金以应对负向经济冲击，同时谷典、

典当存款等业务的发展增强了典当的社会救济功能，可以抑制气候冲击导致的粮价上涨，从

而缓解自然灾害引致的生存风险。本文不仅从历史视角验证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规避作用，而

且为当代民间金融阳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典当; 气候冲击; 农民起义

JEL 分类号: D74，N25，Q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7246( 2016) 08 －0068 －17

一、引 言

自然灾害等风险事件引发的经济冲击是造成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 ( Dell et al． ，

2014) 。比如，暴力犯罪 ( Berman and Laitin，2008 ) 、宗教冲突 ( Miguel，2005 ) 以及战争

( Miguel et al． ，2004) 均与气候灾害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相对

落后的生产灌溉技术使得农业收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么，面对气候

冲击引致的生存风险，人们如何与其进行博弈? 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引进甘薯、玉米等抗旱

性能较好的美洲作物以削弱风险冲击对农业收成的消极影响 ( 陈永伟等，2014; Jia，

2014)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道德文化和宗族等社会组织实现经济互助并分摊风险 ( Kung
and Ma，2014) ，或是依靠政府赈济以应对灾害导致的饥荒风险( Chen，2015) ，迫不得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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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惩罚威胁足以维系社会合作吗

———一项公共品实验研究＊＊

汪崇金　史　丹

内容提要：大量实验研究显示，被罚者能够立即“可知的”利他惩罚可以有效地维系

公共品自愿供给合作，这是破解社会合作难题的突破口。但近年来，这种实验设计招致

诸多质疑。本文重新审视了人们的利他惩罚意愿，分析了人们对他人的利他惩罚预期及

其对社会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利他惩罚确实存在，但利他惩罚威

胁不足以维系社会合作，搭便车者往往会低估他人的利他惩罚。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利

他惩罚乏力、利他惩罚预期不足的基本判断，本文提出，应积极拓展利他惩罚渠道、畅通

惩罚作用路径，在私人惩罚与公共惩罚的互动中，形成有力的失信惩戒机制，从而进一步

强化利他惩罚对违规、卸责、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威慑。这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的

一个有效抓手。

关 键 词：利他惩罚　预期　公共品实验　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汪崇金，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博士，２５００１４；中国社会科学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１０００２８；

史　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１００８３６。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８１０２（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４５－１５

一、引　言

“社会合作何以可能”一直是社会科学积极探索的命题。这方面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当属

霍布斯的“利维坦”。在霍布斯看来，除非借助公共权力的惩罚，否则集体行动无法终结可怕的“自

然状态”。霍布斯关于公共权力的见解被许多理论家所认可，也被那些关注公共品问题的现代经

济学家所接受（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９８２）。然而，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资料与霍布斯的见解并不一

致。这些经验性资料表明，没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并不一定只有混乱（桑本谦，２００５），因为社会中不

仅存在着声誉、重复交往、群体选择等促进社会合作的机制，而且许多人都有这样一种行为倾向：

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规、卸责、搭便车等行为，即使这些成本

５４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战略研究”（１３＆ＺＤ１６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

般项目“地方 政 府 社 会 治 理 创 新 对 公 共 服 务 的 影 响 研 究”（１４ＢＧＬ１４８）；“农 民 工 市 民 化 背 景 下 的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改 革 研 究”
（１５ＢＳＨ０４７）。

DOI:10.19795/j.cnki.cn11-1166/f.2016.03.004

6



7



8



第 36 卷第 6 期

2019 年 6 月

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Ｒesearch
Vol． 36，No. 6
Jun． 2019

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
“脱实向虚”

*

徐 超 庞保庆 张 充

内容提要: 我国制造业金融化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是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借助 2009 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准自然实验

捕捉实体税负的外生变化，基于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实体税负与制造业金融化之间的因果关

系。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引发的实体税负下降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水平; 改革对于重

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影响较大，对于轻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影响则相对不明显。

激励机制检验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相对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实体资产收益率，并引导企业加大了固定资

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入。本文将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去金融化的相关税收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实体税负; 增值税转型改革;“脱实向虚”; 金融化

DOI: 10. 19343 / j．cnki．11－1302 /c．2019. 06. 004

中图分类号: 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565( 2019) 06－0042－12

Whether the Ｒeduction of the Ｒeal Tax Burden Can Curb the
Manufacturing“Shifting from Ｒeal to Virtual”

Xu Chao Pang Baoqing Zhang Chong

Abstract: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topical issue which i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t present． How to curb the manufacturing“shifting from real to virtual”is a linchpin to prevent

and resolve major financial risks an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VAT transformation reform in 2009 to capture exogenous changes in the real tax burden，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tax burden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duction of real tax

burden caused by a VAT reform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level of financi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corporates，

and the reform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corporates with heavy assets and less financing constraints，while

insignificant on the enterprises with light assets and mor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 test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shows that the VAT reform has relatively added up the assets yield of manufacturing entities，and

steered the corporat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Ｒ＆D innovation． This study offer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relevant tax policies for de－financialization．

Key words: Ｒeal Tax Burden; VAT Transformation Ｒeform; “Shifting from Ｒeal to Virtual”; Financialization

*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地方财政压力诱发企业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效应识别与化解路径研究”

( 19YJC790157)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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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 2 期总第 178 期
2015 年 3 月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No. 2，2015
Mar. 2015

财政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可持续发展: 国外经验及其启示

宫晓霞 崔华泰 王 洋

内容提要: 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012 年我国

新农保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但如何促使其健康持续的发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外财

政在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文章总结

了国外财政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并以此为借鉴，对我国财政支持

新农保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财政支持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可持续发展 国外经验

中图分类号: F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 2015) 02-0044-09

作者简介: 宫晓霞，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崔华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洋，新加

坡国立大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政支持新农保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13BSH051 ) ;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人口流动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 12CJY055) 。

一、引 言

国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并较早地建立起了覆盖全体农村劳动者和

农村人口的、许多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外实践证

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不论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都面临财政压力大的状况，但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

可持续发展中从财政上都给予了大量支持。2009 年 9 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自此，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入了一个由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支持的崭新阶段，正是有了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我国的新农保才得以

顺利开展和快速推进，并于 2012 年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伴随着新农保制度的全覆盖，

如何促使其健康持续发展应是新农保下一步管理的重点。
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中的财政支持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对其进行了多

方面的研究。巴尔、尼古拉斯和艾德里安指出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

个先决条件( Barr，Nicholas ＆ Adrian，1993) 。首先，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必须在财政

上是可持续的; 其次，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必须在政治上是可持续的。马利根、凯西和沙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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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 山东试点研究
* *

□ 聂左玲 汪崇金

内容提要: 本文总结了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信用互助试点( 简称“山东试点”) 的运作模式、
业务创新及其实践偏差，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产业基础、供应链金融与高社会资本是信用

互助的“标配”。本文判断，“山东试点”正处在由资金的“民间借贷”向信用的“内扶外助”转轨。
从短期来看，监管部门应在着力引导合作社践行合作理念的同时，尊重参与各方的利益关切，特

别是对领办主体实施审慎监管，发挥其在信用互助业务中的引领作用。建议强化信用的“内助外

扶”，着重发展外部融资，积极发挥“山东试点”制度优势。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 信用互助; 现场实验; 内助外扶; 外部融资

一、引言

在当前农村“金融抑制”的背景下，发展新型

农村合作金融对支持“三农”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但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合作金融出现了诸多

问题。例如，超范围吸储的非法集资、假借信用合

作名义开展的非法借贷、高息放贷引发的暴力催

债、风险暴露引发的“跑路”。这些不仅损害了农

民利益，也对农村信用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影响

了农村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等，2015 )＊＊。为了有效引导新型农村合作

金融发展，山东省作为国务院指定的唯一省份，在

2015 年 1 月启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

点工作( 简称“山东试点”) 。
试点启动以来，山东省在建章立制、民主管理、

风险防控、增信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成效初现。
一些合作社走上“生产、销售、信用”三位一体的合

作道路。当然，试点工作毕竟才开展一年有余，业

务发展尚不均衡，制度优势尚未体现。理论界有必

要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探讨信用互助业务未来的发

展道路，指导信用互助试点工作向纵深推进。为

此，本课题组分赴山东省潍坊、威海、济宁等 9 地市

12 个县( 市、区) 的 23 个试点合作社，走访合作社

社员、理事长、金融服务机构等，以结构式访谈、典

型调查、座谈会等形式，提炼出一批可借鉴、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并坚持问题导向，梳理出有碍信

用互助发展的若干因素，为下步的试点扩面＊＊＊、完

善提高以及立法树规提供政策参考。

二、创新点: 信用的“内助外扶”

“山东试点”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平台，紧紧

围绕农业生产与流通，通过信用的“内助外扶”，为

合作社和社员提供融资及融资增信服务。本文借

鉴汪小亚等( 2012) 、薛桂霞等( 2013) 作法，按照融

—32—

聂左玲等: 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 山东试点研究

＊

＊＊

＊＊＊

项目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编号: 14BGL148)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引导规范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通知》( 鲁政办字〔2014〕107 号)

“山东试点”于 2016 年 6 月底进入试点扩面阶段，全省已有 72 个县、159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试点

DOI:10.13246/j.cnki.iae.2017.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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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透明度进程中
的公众态度与行为研究

申 亮*

摘要: 公众态度和行为是影响政府财政透明度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推动财政
透明度进程的根本动力。研究现阶段公众对财政透明度的认识和行为，对推动提
升我国财政透明度的社会驱动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假设 6 个与公众财政透明
度意愿相关的影响因子，通过 2 个中介变量分别间接地反映公众的财政透明度意
愿，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搜集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假设。研究表明:
社会身份、公众政治态度、参与环境和政府政策导向对公众财政透明度意愿有较强
的影响;而公众参与能力和政府公信力对公众的影响较小。针对研究结论，可从培
养公众公共精神、改善公众参与环境、加强政府政策引导、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等
方面入手，逐步提高我国公众的财政透明度意愿，推动我国财政透明度水平进一步
提高。

关键词: 财政透明度;公众态度;公众参与;结构方程模型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提高财政透明度有两条路径可以遵循。一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
动，这种方式执行成本低、阻力小，可以迅速改进一国或地区的财政透明度状况。例如，20 世
纪 80 年代的新西兰政府就通过推行一系列加强财政透明度的法案，使新西兰迅速成为世界
上财政最透明的国家之一。但是，如果完全依靠政府的努力，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延缓甚至
阻碍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因为提高财政透明度实际上是增加了公众的监督能力，减少了政府
的实际权力，当提高财政透明度可能使得政府陷于困境时，保密就可能成为政府当然的选
择。第二条路径就是由社会公众自下而上地推动，即公众表达出对财政透明度强烈的愿望，
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反映出来，形成推动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力量。例如，韩国在国际预
算项目( 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简称 IBP) 《预算公开指数》中的评分居亚洲前列，但
如果没有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努力，政府不会有压力不断地推动财政民主改革，韩国的预算

07

* 申亮，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山东财经大学政府绩效评价研究中心，邮政编码: 250014，电子信
箱: shenliang74@ 126． 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基层政府财政透明度实现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项目编号:
12CGL024)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回收处理基金制度下电器电子产品闭环供应链的权力结构与效率研究”
( 项目编号: ZＲ2014JL046) 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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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非均等化

———以行政收支信息透明度为例

刘金东 张 艺*

摘要: 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之一。本文利用上海财经
大学 2012年调研数据，分析了中国行政收支信息透明度状况，发现行政收支信息
透明度不仅处于较低的位置，而且还存在区域间、部门间、事项间的差异化现象。
基于三阶泰尔指数嵌套分解的结果显示: 我国行政收支信息透明度的差异主要来
自部门间，贡献率占到 49．53%;其次是事项间，贡献率占到 27．23%;再次是区域间，
贡献率占到 23．24%。进一步利用 G·Fields 分解等方法的分析发现，区域间差异
并非来自周黎安( 2008) 提出的“经济发展差异假说”，而要归因于各个省份偶发的
人为制度安排因素; 部门间差异更多取决于各个部门信息公开的工作属性特征，而
非杨丹芳等( 2012) 提出的权势因素;事项间差异则主要来自制度性压抑下的明细
信息供给不足。上述研究结论对未来提升行政收支信息透明度和促进政府相关公
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行政收支; 信息透明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泰尔指数嵌套分解

一、引言

财政透明是保障财政民主和财政监督的根本基础，唯有通过财政信息公开化才能将财

政过程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现完好的财政治理。尤其是包括“三公”
经费在内的行政收支信息透明度对财政治理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行政支出在我国财政支

出中的比例偏重，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连年增长，截至 2006 年已经接近 20%，与欧美发达

国家平均不到 10%的水平相比，明显偏高①。而且行政支出属于消费性支出，在消费过程中

无疑会提升公共部门公职人员的个人效用，从而容易引发超标准的公款私用问题。曾军平
( 2013) 构建社会产出函数，计算了行政支出的利益归宿问题，发现公职人员从行政支出中的

获益比例自“分税制”改革之后不断上升，到 2006 年已经达到 55．4%。这意味着，每一单位

行政支出会有超过一半的部分是服务于公职人员个人效用的。巧合的是，公职人员获益比

96

*

①

刘金东，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 250002，电子信箱: kuangzhu1990@ 163．com; 张艺，山
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邮政编码: 250002。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 14BGL148) 、山
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山东省初次就业人群住房刚性需求的释放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J15WG08)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重大委托子课题“山东省金融产业优化的财政制度研究”( 项目编号:
14AWTJ01－8) 资助。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刘小兵教授、曾军平副教授提供的数据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
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之所以统计到 2006年，是因为 2007年财政支出统计发生变更，取消了原有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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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
———来自ＣＨＩＰＳ数据的证据

徐　超１，吴玲萍２，孙文平３

（１．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２．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３．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文章

借助ＣＨＩＰＳ微观调查数据，系统评估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影响。研究

发现，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自主创业的概率。在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外溢效应等内生

性问题后，结果依旧稳健。在基本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还对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证

检验。结果发现：与留守本地农民相比，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广泛，
且更容易获取创业资金、客户资源和经营许可。此外，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不

同类型创业项目的异质性影响。具体看，外出务工经历对初始投资规模较小和以发展为目的

的创业项目影响显著，对初始投资规模较大和以生存为目的的创业项目无明显作用。文章研

究不仅有助于解释不同类型农民在创业决策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还为当下政府支持返乡农民

工创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农民创业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３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３８／ｊ．ｃｎｋｉ．ｊｆｅ．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１６ＣＧＬ０５７）

作者简介：徐　超（１９８７－），男，山东潍坊人，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讲师；

吴玲萍（１９９０—），女，江苏南京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孙文平（１９７９—），女，河北衡水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繁荣农村经济关键要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政府在为如何消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绞

尽脑汁时，接踵而来的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大举离城返乡（王西玉等，２００３；石智雷等，２０１０）。与

以往不同，此次返乡潮是由城市发展过程中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户籍制度下悬而未决的公共

服务不均等和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市场低迷等多重原因共同促成的，其规模远超以往。根据

２０１３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ＣＨＩＰＳ）调查数据推算，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民工占农村劳动力人

口的比重已达３０．８％，接近１／３。如何实现这些农民的再就业，并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推动当地

经济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在诸多就业选项中，自主创业尤受关注。一方面，农民通

过自主创业可以实现自身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另一方面，自主创业衍生出的大量工作

岗位还将广泛吸纳农村闲置劳动力，提高农村整体就业水平（石智雷和杨云彦，２０１１）。根据国

·０３·

第４３卷 第１２期 财经研究 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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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吗?
−一项田野实验研究

汪崇金

1

，杨    亿
1

，谷军健

2

（1.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  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驻村帮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机制，向乡村选派第一书记是

这一机制的新实践。第一书记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极大地改善了驻村的生产、生活

条件。他们还会给驻村带来隐性的、难以察觉的变化，比如促进村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村民对村干部

的信任等。这些主观层面的变化对于乡村社区能力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更为重要。文章基于社会资本

理论，选取若干驻有第一书记的乡村及其相邻的没有第一书记的乡村，分别组成实验组与对照组。

运用调整的信任博弈实验，对比分析了两组被试村民对其他普通村民和村支书、第一书记等村干部

的信任水平，量化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主观层面上的变化。研究发现，第一书记

驻村帮扶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且相对于村支书而言，第一书记更能赢得村民的信任。进

一步研究还发现，村民对第一书记的信任与对其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工作的好评呈正向关

系。文章运用经济学实验方法从更深层面评估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回应了

学术界有关社会资本可构建性的争论。文章还围绕乡村社区能力建设，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

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社会资本；社区能力；信任博弈实验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1）03−0110−15

DOI: 10.16538/j.cnki.jfe.20201115.402

一、引　言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充分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为乡村发展增添新动能；另一方面要提升乡村社区能力（Community Capacity），引导群众参

与共建共管。对于前者的推进路径已渐明朗，即以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抓

手，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但是对后者的应对之道，仍是困难重重。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

缘为纽带，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里产生的熟人社会。但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大潮下，农村人

口流动性显著增强，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逐渐减弱（韩俊，2018），农民“原子化”与乡村权

威缺失现象严重，导致乡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能力明显下降。当下的现实问题是，如何

动员乡村社区的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源，形成一种足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行动能力。这也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内容和突破方向。

收稿日期 ：2020-06-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71841015）

作者简介 ：汪崇金（1978−）（通讯作者），男，安徽桐城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杨　亿（1996−），男，河南洛河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谷军健（1990−），男，山东潍坊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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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抵扣是否影响了“脱实向虚”
—一个投资结构的视角

刘金东

1

，管星华

2

（1.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2016 年将销售不动产纳入“营改增”，使企业购建不动产可以享受进项税额抵扣的减税

实惠，这是否会加剧企业涉房投资倾向？这一问题在当前研究中尚未得到检验。文章将 2016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不动产抵扣政策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基于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2014−2017 年的数据，

采用成对样本回归等方法考察了不动产抵扣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不动产抵扣显

著增加了非国有企业的涉房投资，挤出了企业的设备类投资，表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的趋势；相

比于分期抵扣的不动产类固定资产投资，一次性抵扣的投资性房地产对设备类固定资产的挤出效

应更为明显；“营改增”带来的企业涉房投资偏向显著抑制了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通过机制识别

发现，资金挤占效应是涉房投资抑制研发投入的主要作用渠道。文章的研究对未来全面认识企业涉

房投资行为和矫正企业涉房投资倾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不动产抵扣；涉房投资；研发投入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9）11−0112−14

DOI: 10.16538/j.cnki.jfe.2019.11.009

一、引　言

2016 年 5 月 1 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了“营改增”，将房地产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使企业购建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进项税额由原来的不可抵扣转为可以一次性抵扣。与此同时，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规定企业可以将其于 2016 年 5 月 1 日

后购建的不动产类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分两期抵扣，首月抵扣 60%，第 13 个月抵扣剩余的

40%。从条文上看，不动产抵扣的范围非常宽泛，《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第七条中

规定不得抵扣的情形仅有“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

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两种，而职工住宅楼虽然属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但只要企

业在“专用性”上稍做文章，即可以计入固定资产享受分期抵扣待遇。不动产抵扣政策旨在打通

增值税抵扣链条，避免对企业的重复征税，进而降低企业税负，刺激企业投资。从税收政策的收

入效应上而言，不动产抵扣能够为企业减轻税负，放松预算约束，增加企业的总体投资水平；但

从税收政策的替代效应上看，不动产抵扣也明显降低了企业涉房投资行为的税收成本，增加了

涉房投资行为的潜在收益，非房地产企业通过购建不动产既可以实现保值增值，又可以降低企

收稿日期 ：201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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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管理：国际经验与借鉴 

马恩涛　　李　鑫

内容提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因其在应对地方财力困境以及发挥社会资本作用

上的独特优势而在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得以迅速推广。然而，我们在看到这一模式积极作用

的同时，也要时刻关注围绕着这一模式所产生的政府或有债务风险。部分国家在运用 PPP

模式时由于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估计不足，其基础设施 PPP 项目正经历着严重的挫折甚

至彻底失败。借鉴国外特别是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在 PPP 政府债务风险

管理上的先进做法和经验，我们认为应重点围绕着 PPP 政府或有债务管理的制度框架、

担保限额、政府或有债务基金以及信息披露与会计准则等几个方面对我国 PPP 可能引发

的政府债务风险提前进行预防和管理，以更好地发挥 PPP 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的

正面作用而抑制其负面影响。

关键词：PPP　政府或有债务　国际经验　借鉴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78（2018）05-0035-0011

一、引　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PPP 模式作为代替传统政府投资与私有化的重要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得

到推广和流行，逐渐成为一种以更低成本提供更高质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可行性方式（Smyth and 

Edkins，2007）。特别是在交通、教育、卫生、水利以及污水处理系统等领域，PPP 模式更是被广泛采用。

最初，PPP 模式被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看作是完全私有化前的一个短暂过渡，因为它是一种介

于完全国有化（国有企业）和完全私有化（私人企业）之间的形式。并且，许多国家之所以允许私人部

门参与到基础设施中来是因为其政府预算受到了严格的限制（Liu et al.，2015）。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

PPP 逐渐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认可而成为一种独立模式，政府也试图通过该模式来实现对基础设施等所

有权和控制权的长期持有，甚至将其作为保护公众利益的一种手段（Bel and Fageda，2009）。随着 PPP

的进一步完善发展， 其各式各样的具体运作模式如 BOT、TOT、ROT 等应运而生并被无论是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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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公共投资视角下的

农村减贫与返贫预防

和立道　　王英杰　　路春城

内容提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是农村贫困地区减贫和预防返贫的关键。本文更多地观

察贫困地区在一系列扶贫政策退出后持续发展的问题，从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贫困脆弱

性、贫困心态和社会排斥三方面分析返贫、滞贫和遗贫因素，并从要素回报、就业和人口

迁移等角度分析，认为人力资本的提升才是农村贫困人口彻底脱贫和预防返贫的根本。同

时，结合当前农村地区的农业产业集约发展，呈现纵横拓展的块状农业产业链融合发展的

特点，利用中国贫困地区 1996-2015 年的数据，运用 VAR 模型进行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公

共投资对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劳动技能培训方面的支出和基于农村交

通基础设施的人口迁移投资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减贫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并就贫困地区涉

及人力资本的公共扶持资金如何提升人力资本的效力提出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公共投资　贫困地区　减贫　预防返贫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78（2018）05-0015-0010

一、引　言

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已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佐证。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

家的转变，欠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向发达水平转变，主要体现为：一是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

移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二是以公共教育支出不断增长情况下的人力资本存量不断积

累和增加推动的生产效率提高。实际上，劳动力的转移意味着要提高转移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整个社

会生产效率的提高要靠整体教育水平提升来支撑，其途径就是通过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保障。可见，

人力资本投资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中国，为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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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研究

马恩涛　孔振焕

内容提要：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各国竞相对政府债务实施了限额管理。我国于 2015

年开始也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了限额管理，但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限额指标过

于单一、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债务限额管理应有的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针对这一问题，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理论研究和国外政府限额

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债务限额指标设计中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我们对我国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指标体系进行了设计，以更全面有效地防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关键词：地方政府　债务　限额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78（2017）05-0054-10

一、引　言

政府债务限额（Government Debt Limit）是指对反映政府债务规模的相关指标设立“天花板

（Ceiling）”，以约束政府信用的无序扩张、控制政府债务风险。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政府债

务进行限额管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采用。1990 年，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即德国、印度尼西亚、

日本、卢森堡和美国仅在联邦或中央政府层面上制定了政府债务限额，而到了 2012 年 3 月，在联邦

或中央政府甚至下一级政府层面上实施政府债务限额或相关财政规则的国家达到了 76 个（Schaechter 

et al.，2012）。政府债务限额管理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采用，其直接原因是各国政府对相

机抉择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公共财政恶化的担忧；而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试图通过限额管理来解决其

因牺牲未来而导致的公共债务积累及其时间错配问题，进而实现财政和债务政策可持续性的提高。

当然，这种财政可持续性的提高，其收益必须大于限额管理所导致的财政自由度降低的成本。

鉴于大多数国家的地方政府在分级财政体制下所承担的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权不匹配，因此地方

政府往往更有进行债务融资的冲动，这会为其本身甚至中央政府带来财政风险，故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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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与全要素生产率*

郭 健 刘晓彤 宋尚彬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2008—2017 年中国沪

深两市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系 统

GMM 方法，测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从企业异质性视

角考察了效应的差异性，并进行了渠道检验。
研究发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主要通过促进企

业技术进步实现; 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激励作用会因盈利能力、融资约束、要素密集

度以及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表现，具

体而言，该政策对盈利能力较弱企业和资本密

集型企业的提升效应更明显，融资约束会对政

策产生抑制效应，对处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企

业的提升效应较弱。本文的研究为科学判断税

收政策总体效应与差异性效应、深入认识全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源泉提供了较好的现实依据，

以期有助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全要素生产

率 企业异质性 系统 GMM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2008－2017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A－share manufacturing com-
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China，and uses
the system GMM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 Ｒ＆D expense deduction policy on the
company’s TF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heterogeneity，the differences in effects are exam-
ined，and channel tests are conducte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olicy of deducting Ｒ＆D expenses
has a significant incentive effect on the company’s
TFP，which is mainly achieved by promoting tech-
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enterprise;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his policy on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will
be due to profitability，financing constraints，factor
intensity，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a
different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the polic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companies with
weaker profitability and capital－intensive compani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will have a suppressive effect
on policies and a weaker promotion effect on com-
panies in regions with better institutional environ-
ment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provides a good
realistic basis for scientifically judging the overall
and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ax policy，an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of growth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with a view to helping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tax system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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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目共

睹。截至2017年底，民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2 700

万家，占我国企业数目的90%以上；我国50%以上

的税收收入，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来源于民营

企业；城镇劳动就业80%以上的岗位由其提供，创

造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① 民营企业对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举足轻重。我国民营企业中

90%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的范畴。支持中小民营企

业的发展，是壮大民营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总体而

言，当前中小民营企业仍存在规模小、资金薄弱、

对抗风险能力差等劣势。在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大

环境下，为更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作出的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指示，对中小民营

企业减税问题进行细致系统的研究尤为必要。

从近几年的文献看，有关减税问题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我国实施减税政策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

以及减税的政策效应和推进路径等。从理论依据

看，由于我国当前实施的减税是在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供给学派的主要思想

是重要的理论基础。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主张

在供给侧发力，认为减税能够使劳动者、生产者、

投资者得到更多收益，从而调动其积极性，增加供

给，促进经济发展（杨灿明，2017）。从现实依据

看，吕炜和陈海宇（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

业实际所得税率高会降低其纳税遵从度，而减轻非

税负担可以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度。从减税的效果

看，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减税措施对优化税收制度、

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

稳定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闫坤和于树一，

2018）；李戎、张凯强、吕冰洋（2018）的研究结

果表明，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增长

率，同时在减税工具的选择上，增值税比企业所得

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

有关民营企业减税问题的研究，李炜光、张林、

臧建文（2017）通过微观调查和研究发现，民营企

业税负较为沉重，而且公共服务水平与税负水平并

不相称，营改增减负有限；庞凤喜、刘畅、米冰

（2016）通过梳理企业税费负担类型发现，税收、规

费、社会保险缴费和融资成本构成了民营企业主要

中小民营企业减税的现实约束

与路径选择*

□ 郭  健  宋尚彬  刘晓彤

内容提要：减税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如何巩固前期减税效果并继续放大减税效

应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中小民

营企业的减税问题更值得关注。当前，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减税面临着国际国内经济

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环境、税收政策设计层面以及税收征管环境四个方面的现实约

束，为此，应从改善法律制度环境、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改善税收征管环境等方面

着手，进一步强化中小民营企业的减税效果，促进中小民营企业发展。

关键词：中小民营企业  减税  税制改革  税收征管  路径选择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提升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财税激励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JY2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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