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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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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营改增”与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谢申祥 1，范鹏飞 2，王  晖 2 

（1.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中国出口贸易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关键时期，税制改革能否成为促进

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工具亟待深入探讨。本文以中国服务业“营改增”试点为政策冲

击，基于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序列匹配和双重差分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营

改增”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

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指标测算、异常数据和试点地区等因素后依然成立。动态分析显示，

“营改增”的政策效果存在 1~2 个季度的时滞。机制分析表明，“营改增”主要通过降低企

业税收负担和提高企业生产专业化水平两种方式来推动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营改

增”对于与服务业关联度较高和生产结构较为完整的出口企业作用更为明显。 

关键词：“营改增”；服务业；出口贸易；产品质量；税收负担；减税效果  

 

一、研究背景 

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作为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措施，对于我国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服务业以营业额为税基缴纳

营业税，但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间的业务往来日益密切，营业税作为

“价内税”不能参与后续抵扣，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传统税制中抵扣

链条不完整的问题，经国务院批准，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1+6”行业）为试

点行业
①
，“营改增”率先在上海市开启试点，并逐步推广至全国范围内的全部服务业。在理

论上，“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打通抵扣链条，解决两税分设下重复征税的问题，还

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分工优化，进而推动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的出口贸易正面临由大到强的嬗变，也面临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

挑战。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以

来，出口贸易总额由 2003 年的 3.63 万亿元人民币快速提升至 2019 年的 17.23 万亿元人民币，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0.22%
②。然而，出口产品却大多以中低端为主，附加值相对较低[1]。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更是令我国的出口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提升出口产品质

量，加快出口贸易由“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转变[2]，已成为实现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在此背景下，探究服务业“营改增”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既具有理论研究价

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营改增”试点以来，学界围绕其减税效果进行了一系列细致讨论。涉税行业的分析

结果显示，“营改增”试点显著降低了行业整体的税收负担，并有利于实现行业规模的扩张
[3]。同样对于服务业整体而言，基于一般均衡（CGE）的研究发现，“营改增”对于服务业

整体依然存在减税效果[4]。但具体到涉税企业层面，“营改增”的减税效果却存在明显差别[5]，

                             
收稿日期：2021-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中国的应对方案研究”（18AGJ001）。 

作者简介：谢申祥，男，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产业组织、财税政策，电子

邮箱：xieshx@sdufe.edu.cn；范鹏飞，男，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理论；王晖，女，山东财经

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理论。 
①

 其中，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与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

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资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②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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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 一个文献研究

马恩涛 姜 超 陈媛媛

(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通过系统梳理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相关文献，建立一个包含三类

金融危机的统一分析框架，探寻这三类金融危机的概念特征、产生原因、交互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

及如何预警和防范。结果表明: 三类金融危机的共同特征是危机爆发前政府、银行、企业和个人的

债务过度积累; 应对金融危机的巨额成本迫使我们要明确每次金融危机发生的类型和程度，科学理

解不同类型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不同类型金融危机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对于

金融危机预警和防范及危机爆发后应急政策的制定非常关键。
关键词: 货币危机; 银行业危机; 主权债务危机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6260( 2019) 12 － 0080 － 15
DOI: 10． 19337 / j． cnki． 34 － 1093 / f． 2019． 12． 007

一、引言

1997—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这次危机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促成理论界和实践部门

对金融危机的重新认识。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金融

危机的重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及其央行为国内商业银行和外债融资

所提供的担保最终导致了两国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而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由

于希腊等国家其银行持有大量本国政府债券，政府主权债务违约必然伴以银行业危机的发生; 也是在这

次危机中，由于爱尔兰银行的破产，该国政府对其金融部门所提供的一揽子担保使其发生了主权债务危

机。通过考察这几起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其既涉及到银行业危机，又涉及到主权债务危

机。虽然每次金融危机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有所不同，但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孪生性”或

“双重性”却未曾改变。如果再考虑到货币危机，这三重危机的“孪生性”甚至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

代的新兴市场危机。
从金融危机的影响来看，无论是以上所述的，还是 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89 年的俄罗斯金

融危机以及 2001—2002 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其对危机发生国乃至世界各国影响巨大，所导致的社会

福祉损失也非常可观。因此，对金融危机进行全面认识和理解并做好积极应对异常重要。实际上，金融

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交互作用的极端表现。理解金融危机要求对二

者特别是宏观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然，鉴于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与主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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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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