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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改增
”

会激励企业慈善捐赠吗 ？

——

基于 Ａ 股上 市公 司 的经验证据

孔 陇 ， 李金辉 ， 彭 亮

（ 兰 州 财经 大 学 会计 学 院 ， 甘肃 兰 州７３ ００２０ ）

摘 要 ：

２ 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１ 曰
， 我 国 全 面 施行

“

营 改 增
”

， 作 为 财 税 体 制 改 革 的 重 大 举 措 ， 减

税效果 明 显 。 那 么
“

营 改 增
”

降 低 企 业 税 负 水 平 的 同 时 会 不 会 促进 企 业 慈 善 捐 贈 ？ 本 文 以

税收 激励 为 理 论 基础 ， 选取 ２０ １ ３
—

２ ０ １ ７ 年 沪 深 两 市 Ａ 股 数 据 为 研 究 样 本 ， 实 证 研 究
“

营 改

增
”

这 一 税 制 改 革 与 企 业 慈 善捐 赠 之 间 的 联 系 。 结 果 表 明 ：

“

营 改 增
”

这 一 税 制 改 革 能 够 促

进 企 业 慈 善 捐 赠 ， 进 一 步 研 究 表 明 ，

“

营 改 增
”

对 于 非 国 有 企 业 慈 善 捐 赠 的 促 进 作 用 更 为

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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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越来越髙 ，

企业 在实现盈利的 同时还需要履行相应 的社会责

任 。 而企业慈善捐赠作为社会责任 的
一

大表 现 ，

更是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 焦点 。 影响企业捐赠行

为众多因 素 中 ，税收政策的影响不容小觑 。

２００ ８ 年新 《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 企业所得税法 》

颁布 ，将企业慈善捐赠 支 出 的扣 除 比例 由 原来 的

“

应纳 税 所 得 额 的 ３ ％
”

提 髙 到
“

利 润 总 额 的

１ ２％
”

，龙朝晖等众多学者基于这
一

事件发现税收

优惠促进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 肯定 了 税 收对于慈

善捐 赠的激励作用 ， 降低企业的 税赋能够有效激

励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

２０１ ６ 年 ５ 月 １ 日 ，

“

营改增
”全面推行 ，取 消

营业税从而避免重复征税 ， 此次税 制改革可 以 说

是我国最大税制改革之
一

， 有不少学者认为 ，这次

税制改革能够降低企业税收负 担 ，如徐曦认为
“

营

改增
”之后 ，房地产行业税负 明 显减少 ［

１
］

；陈丽认

为
“

营改增
”

使得我 国 国有企业税负降低
［
２
］

；马莹

认为建筑企业因
”

营改增
“

之后 ， 税收 负 担 明显得

到改观 ［
３
］

。 所以
“

营改增
”

对于企业 的减税降负作

用 已 经 得 到显 现 。 本 文 以 税 收激励理 论 为
“

桥

梁
”

， 以
“

营改增
”

减税为 切人点 ， 研究
“

营改增
”

税

制改革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联 系 。

一

、文献 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 文 献 回顾

早期文献对 于影响 企业慈善捐赠 因素 的研究

主要 围绕经营状 况展开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学者们

对慈善捐赠 影响 因素 的 关注逐渐 向创新能 力
［
４

］

、

ＣＥＯ 任期 、分析师 关注度
［
５
］

、政治关联
［
６
］

、代理成

本 、 制 度 变 迁 ［
７
］

、 公 司 治理结 构 ［
８
］

、 债 务融资 成

本
？
等现代资本市场热点 扩展 。 不 同学者基于不

同背 景不同 因素的影 响 ， 以是 否促进企业慈善捐

赠 为契机 ，产生 了大量的有效观点 。

然而企业税负水平的降低究竟会对慈善捐赠

产生何种影 响 ？ 不 同 学者对此 问 题持不 同 的论

点 。 部分学者认为税负 降低有助于企业进行慈善

捐赠 ， 即 二者呈 现正相关 关 系 。
Ｒａ ｉｍｏｎｄｏ 研究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９

－

１０
－

１ ８

作者简 介 ：孔 陇 （ １％３
＿

）
，男 ，教授 ，研究方 向 ：企业社会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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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税收优惠抵免的限额大小与企业捐赠存在关

联 ，抵免限额越大则捐赠力度越高 ，说明税负降低

有助于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
Ｕ１

］

。
Ｒａｎｄｏｌ ｐｈ 将税收

优惠政策纳人影 响企业慈善捐赠的 因 素 ， 实证检

验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 的长期影 响

不大 ，但短期 内 两者具有 明显 的正相关关 系 ［
”

］

。

Ｄｕｑｕｅ
ｔｔｅ 根据公共 慈善机构 的经验数据 估算 税

收减免对慈善捐赠 的影响 ， 税收成本增 加 １ ％ 会

导致慈善捐赠减少 ４％ ， 结果表 明税 收成 本与 慈

善捐赠存在显著 的 负相关
［

１ ２］

。 我 国学者朱迎春

运用 ２００７ 年 Ａ 股上市公 司数据 ，采用 双对数模

型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动与企业慈善捐赠数

额呈反 向变动 ，表明 税负降低有 利于企业进行慈

善捐赠
［？

。 龙朝晖 以 ２０ ０８ 年企业所得税制改 革

为契机 ， 以 ２ ００３
—

２００９ 年广东 省上市公司 为例 ，

提出税收优 惠政策对企业慈善 捐 赠具有 正 向 作

用？３

。
周艳从公共管理事业角度 出发 ， 运用 帕 累

托改进理论说明税收政策 的优惠能够促进企业进

行慈善捐赠
［ １ ５

］

。 黄 晓瑞从 ５ 个维度对税 收激励

进行分析 ，总结 出 税收激励政策 对企业慈善捐 赠

具有促进作用 ［
１ ６

］

。 谢露将 ２００ ５
—

２０ １０ 年上市 公

司为样本也得 出 了这一结 论Ｄ ７］

。 曲顺兰证明 两

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 即 ２０ ０８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

后 ，抵扣限额提高对企业慈善捐赠数额产生正 向

影响 。 孔陇对 比 ２００８ 年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

前后甘肃省上市公 司捐赠数额的 改变 ， 认为税 负

降低提高 了甘 肃省 上市 公 司 慈 善捐赠 水平 ［ １ ９
］

。

但也有学者提出 不 同的观点 ， 认为税收政策 的改

变并不影响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两者呈现不相关

的关系 。 例如 ，
Ｎａｖ ａｒｒｏ 针 对 １ ９７６

—

１ ９８ ２ 年 ２４９

家美国企业 的慈善捐赠数据发 现 ，企业慈善捐赠

与税收激励两者之间呈现负 相关的关系 ， 但这种

观点并不具有代表性 。

在
“

营改增
”

和企业慈善捐 赠关系研究方面 ，

我 国现有研究大多停 留在
“

营改增
”

降低企业税负

层面 ，学者陆跃祥测算
“

营改增
”

对我国 不同行业

税负水平的影响 ，发现工业 、 服务业的税收 负担平

均下降 ３％左右 。 赵文华 以我 国排名前 １ ０ 的

房地产企业为例 ，发 现
“

营改增
”

实施后 ，这 １ ０ 家

房地产企业 的税负 均有所 降低
［
２ ２

］

。 蒋楠 以交通

运输行业为研究样本 ， 也得出
“

营改增
”

能够降低

企业税负水平这
一

观点 ［ ２
３
］

。

基于现有研究发现 ， 税收激励以及税负 水平

下降能够促进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 然而这些研究

多集中 于 ２００ ８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 ， 未能就
“

营改

增
”

与 企业 慈善捐赠关 系进行深入研究 ， 稍显不

足 。 在我国税法的 改革进程 中 ，雷中浩表明
“

营改

增
”

的 全 面施行 可谓是我 国 税制 又
一历 史 性改

革 ［
２ ４

］

，既然我 国众多学者研究发现
“

营改增
”

能够

降低企业税负水平 ，那么
“

营改增
”

政策是否对我

国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有所影响 ？ 在这一制度背景

下 ，结合近 年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普遍提升

的现 象 ， 本 文 以
“

营改 增
”

改革 为 出 发 点 ， 选 取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７ 年 Ａ 股上市公 司慈善捐赠数据 ，实证

分析
“

营改增
”

改革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 的关

系 ，期望能够丰富我 国
“

营改增
”税 制改革方面相

关理论研究 ，并为我 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
一

定借鉴与参考 。

二
、研究假设

诸多文献研究均证实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慈

善捐赠的重要 因素 ，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降

税减负对于企业慈善捐赠 的激励效应 。 在
“

营改

增
”

改革之前 ，我 国 的税收激励效应主要以所得税

扣除形式来表现 ， 而在该政策实施后 ，

“

营业税
”

退

出历史舞台 ，减少重复征税 ，企业能够直接享受到

税收优惠等改革红利 ， 现金流及营业利润等 都有

所增加 。 当然 ，

“

营改增
”

改革 的初衷就是减轻企

业赋税 ， 因此
“

营改增
”

政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财

务状况间接作用于企业慈善捐赠 ， 提高企业慈善

捐赠能力 ，激励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动机 。 所 以提

出假设 １ 如下 ：

假设 １
：

“

营改增
”

税收政策 的实施能够 促进

企业慈善捐赠 。

和 国有企业相比 ，非 国有企业在财政支持 、 融

资贷款等方面存在
一

定劣 势 ，因 而税 收政策对其

经营业绩的影 响更为显著 。 非 国有企业也更加倾

向于通过慈善捐赠树立 良好企业形象 ， 传递 积极

信息 ，拉近与政府部门关系 ，其慈善捐赠动机就愈

发强烈 。
２０ １ ５ 年 《 中 国慈善 捐助报告 》数据显示

非 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慈善捐 赠 占捐赠总额 的比

例分别为 ６７ ．２３％ 、 ３ ２ ．
７７％ 。 ２ ０ １ ６ 年 ，我 国企业

慈善捐赠数额 已 经达 到 １３９２ 亿元 ， 并且非 国有

企业与 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呈现出 不同 的变

化幅度 ，其中非国有企业的捐赠数额远超 国有企

业 。 据此 ，提出假设 ２ 如下 ：

假设 ２
：相较于 国有企业 ，

“

营 改增
”

对 于非 国

有企业的激励作用更为 明显 。



第 ２ 期 孔 陇 等 ：

“

营 改 增
’ ’

会激 励企 业 慈 善捐 赠 吗 ？ ３ １

三 、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

年所有样本该变量取 〇 ，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７ 年所有样本

该变量取 １ 。 另 外 ， 选 取企业股权性质 、 资产规

模 、成长性 、 资本结构 、 现金 流 、股权集 中 度 为控

因为
“

营改增
”

政策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正式全面

实施 ，
企业在经历减税降费 后企业慈善捐赠金额

变化 已经较为显著 ，所以本文以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７ 年沪

深两市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 数据 主要来源

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部分数据 由上市公 司对外公

布 的年报搜集整理而来 。

在数据处理过程 中 ，首先对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７ 年未

能连续进行慈善捐赠企业即捐赠 金额缺失的上市

公司予以剔除 ， 其次对模型 中存 在其他变量缺失

情况 的上市公司 予 以剔除 。 经过上述处 理步骤之

后 ，最终得到 ５７００ 条有效样本 ，包含 １１ ４０ 家上

市公 司 。 数据分析软件为 Ｓｔ ａ ｔ ａ ｌ ５
．
０ 。

（ 二 ） 变 量 定 义

本文 以上市公司慈善捐赠金额对数值为 因变

量 ，将 自 变童
“

营改增
”

实施设置为虚拟变量 ，根据

当年是否实施
“

营改增
”

政策分别赋值 ，若实施
“

营

改增
”

政策取 １
， 否则取 〇 。 具体而言 ，

２ 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５

表 １

制变量 。 最后设置年份虚 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

量 以控 制时间效应 和行业效应 。 变量 定义如表

１ 所示 。 为 了检验 假设 １ ， 本文构 建 回归 模型 １

如下

ＬｎＤｏｎ＝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ｔｒｕ＋

戸３ＬｎＳｉ ｚｅ＋
和

Ｌｅｖ＋
戸； ｉＣａ ｓｈ＋

私
Ｇｒｏｗ ｔｈ＋

／
３

７Ｒｏｅ＋
２ 

Ｙｅａ ｒ＋
＾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ｙ ＋ ｅ（ １ ）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依据企业股权性质将研究

样本分为 国有和非 国 有进行分组 回归分析 ， 并引

人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股权性质对
“

营改增
”

与慈

善捐赠关系 的影响 ，构建交互项模型 ２ 如下

ＬｎＤｏｎ＝ａ＋
／

３
ｉＲｅｆｏｒｍ ＋

／
？
２
Ｓｔｒｕ＋

／
？３ＲｅｆｏｒｍＸ

Ｓｔｒｕ＋

ｐ４ＬｎＳｉｚ ｅ

－

ｈ
＾Ｌ

ｅｖ ＋
＾６Ｃａ ｓｈ

Ｐ，

ＧｒｏｗｔｈＲＯＥ＋
＾ 

Ｙｅａｒ ＋
＾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ｅ

（２ ）

式 中 ， ａ 为 常 数 项 ； 为 回 归 系 数 ； ￡ 为 随 机扰

动项 。

变置定 义

变量名 称 变童符 号 变置定义

慈善捐赠金额 ＬｎＤｏｎ 慈善捐贈金额 的 自然 对数

“

营改增
”

实施 Ｒｅｆｏ ｒｍ ２０１ ６
—

２０１ ７ 年取 １
， 表示已实施

“

营改增
”

政策 ＾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５ 年取 ０
，表示未实施

“

营改增
”

政策

股权性质 Ｓｔｒｕ 国 有企业取 １ ， 非 国 有企业 取 〇

资产规模 Ｌ ｎＳ ｉｚｅ 总 资产 的 自 然 对数

资本结构 Ｌ ｅｖ 资产 负债率

现 金流 Ｃａ ｓｈ 经 营活动现金 流１净 额 与 总资产的 比 率

成长性 Ｇｒｏｗｔｈ 主 营业务收人 增长率

盈利能力 Ｒ ｏｅ 净 资产收益率

股权集 中度 Ｔ〇ｐ ＼ 期末第
一

大股 东持股 比例

年度控 制变量 Ｙｅａｒ 共五年 ， 设置 ４ 个哑变童

行业控制变量 Ｉｎｄ ｕｓ ｔｒｙ 根据证监会 ２０ １ ２ 年 《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结果 》划分

差异 偏大 。

“

营 改 增
”

实 施 （ ｉ？ ｅ／〇ｒｍ ） 的均值 为

０ ．４ ０００ ，说 明 样本 中实 施
“

营 改增
”

政策的 占

比 为 ４ ０ ％ 。 同 样 ， 股 权 性 质 （ Ｓｉｍ ） 的 均 值

（）
．
３ ７ ９３ 也反映出 ３ ７

．
９３％ 的样本企业为 国有

企业 。 此外 ， 样 本企 业 的 资 产 规模 、 资 产 负 债

四 、实证分析

（
一

）描述 性 统计

表 ２ 列 示 了 各变 量 的 描 述 性统计 分 析 结

果 。 从表 ２ 中可 以 看 出 ， 慈善捐 赠金额 （ ＬｎＤｏｎ ）率 、 现金流 、 成长 性 、 盈利 能力 、股权集 中 度指 标

的极小值为 ６
．
２ １ ４ ６ ， 极 大值 为 ２ ０ ． ３ １ ６１ ， 均 值都存在 一定 的 差距 ， 意味 着研究样本 的 财务状

达到 １ ３ ．
２ １ ５２ ， 显示研究样本 中 慈善捐 赠 水平况好坏不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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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描述性统计 （

Ｎ＝ ５７００
＞

变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 准差 中位数

ｂｎＤｏｎ ６ ． ２ １ ４６ ２０
．
３ １ ６１ １ ３

．
２１ ５２ １ ． ９２０８ １ ３

．
１ ９２５

Ｒｅｆｏｒｍ ０
．
００ ００ １ ． ００００ ０． ４０００ ０

．
４８ ９９ ０． ００ ００

Ｓ ｔ ｒｕ ０ ． ００ ００ １
．
００ ００ ０． ３７９３ ０ ． ４８ ５３ ０

．
０ ０００

ＬｎＳｚｚｅ １ ９． ３ ８ ４５ ３０
．
７ ２７７ ２ ２

．
６３４８ １ ． ４２ ４２ ２２

．
３ ８ ５７

Ｌ ｅｖ ０
． ００ ８０ ３

． ２６ １９ ０．
４６０８ ０

．
２ １ １５ ０

，
４ ５４６

Ｃａ ｓｈ
－

０
． ６７ ０２ ０

．
４８７６ ０． ４６ １９ ０

． 
０７ ３３ ０ ． ０ ４ ５７

Ｇｒｏｗｔｈ
－

０． ８６ ２５ １ ７ ４ ．８ ９９３ ０
． ２６２０ ２． ６

１
０２ ０ ． １ １ １９

Ｒｏ ｅ
一 ■

２ ３
．１ ４７８ ２ ３ ．２６７３ ０

．
０８ １０ ０

．
４７ ２３ ０

．
０ ７７８

Ｔｏｐ ｉ ０ ． ０３３９ ０
．９２２６ ０． ３４４８ ０

． １ ５０ ５ ０ ． ３ ２ １１

（ 二 ）相 关 性分析
股权集中度 （ Ｔ〇ｐ ｌ ）与企业慈善捐赠之 间表 现 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 ，说明国有企业 、资产负债率越髙

表 ３ 是变 量相关 性分析 的 结果 。 由 表 ３ 可 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慈善捐

知 ，慈善捐赠金额 （ ＬｎＤ〇？ ） 和
“

营改增
”

实施 （办－ 赠水平更易受到限制 。 资产规模 （ ＬｎＳ ｉｚｅ ）
、 现金

／ｏｒｍ ）呈显著正相 关 ， 显示
“

营改 增
”

政策 的实施 流 （
Ｃｍ／Ｏ则与慈善捐赠正相关 ， 表明 资产规模和

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慈善捐赠 ，初步支持上文假设 。 现金流越高的公司慈善捐赠越积极 。

控制变量中股权性质 （Ｓ〖ｒ？ ）和资产负债率 （Ｌ仰 ） 、

表 ３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ＬｎＤｏ ｗ Ｒ ｅｆｏｒｍ ＳｔｒｕＬｎＳ ｉｚｅ Ｌｅｖ ＣａｓｈＧｒｏｗｔｈ ＲＯＥＴｏｐ ｉ

ＬｎＤｏｎ １ ． ０００

Ｒｅｆｏｒｍ０ ． ０ ５６
“＊

 １ ． ０ ００

Ｓｔｒｕ
－

０ ． ０４７
“＊－

０ ． ０ ０２ １ ． ００ ０

ＬｎＳ ｉｚｅ０
．
４９７

“＊

０ ＿ １ ４２
＊ ＊＊

０
．３４ ５

＾

 １ ． ００ ０

Ｌｅｖ
—

０ ． １ ５０

“
？

０
．
０ ０４ ０

． ２８ ８ 

…

０ ， ４５８

…

１ ． ０００

Ｃａ ｓｈ０
．
０６５

“＊
－

０
．
０ １ ４

－

０
．０ １ ７－

０
，
０５ ７

ｗ
－

０
．
２ ２６ 

…

１ ． ０００

Ｇｒｏ ｔｖｔｈ０
．
０ ０６ ０

． ００３
－

０
．
０３ ４

＊＊－

０ ． ００ １ ０
．
０２６

”

０ ． ００３１ ． ０００

ＲＯＥ０ ． ０ １ ４
－

０ ． ０ １ ６ ０
．
００ ２０ ． ０２ ０ ０

．
０ １ １ ０

＿
０４６



…

０
．
０ １ １ １

．
００ ０

Ｔｏｐ ｉ－

０
．
０ ７ １

“＊－
０ ． ０９６

＊ “

０ ． １８ ５
＊ ＊ ＊

０ ．１ ７ｒ
＃＊

０ ． ０３ ５
“＊

０． ０８４ ０． ０ ２４
＊

０
．
０４ ２

＊ ＊ ＊

１ ． ０ ００

注 ：
＊

、
＊＊

、
＊ ＊＊ 分别表示在 川％ 』 ％ 、

〗 ％水平上 显著相关 。

为进
一步考察变量间 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对

模型进行方差膨胀 因子 ＶＪＦ 检验 ，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 模型各变量的方差方差膨胀 因子大部分接近

于 １ ，且均值为 １ ． ２０ ，远小 于临界值 １ ０
， 因 此可得

出变量之间不存在 明显的 多重共线性 。

（ 三 ）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 ３ 种形式 ， 分别是 混合

效应模型 、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 在进

行面板数据 回 归分析时 ， 需要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

表 ４ 方差膨胀 因 子检验

变量 ＶＩＦ ｔ ／ＶＩＦ

Ｒｅｆｏ ｒｍ １ ． ０５ ０ ？ ９ ５４０６ ４

Ｓｔｒｕ １
．
１ ８ ０ ． ８ ４６７５ ０

ＬｎＳｉｚ ｅ １ ． ６４ ０
．
６ １ １１ ５ ３

Ｌｅｖ １ ． ５９ ０
． ６ ２ ９２３ ０

Ｃａ ｓｈ １
．
０７ ０

．
９ ３ ２ ８８ 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１ ． ００ ０ ． ９ ９６ ０５ ０

ＲＯＥ １
．
００ ０ ． ９９５５７ ７

Ｔｏｐ ｉ １ ． ０８ ０ ． ８ ４６ ７５ ０

ＭｅａｎＶＩＦ １ ． ２０

验以确定面板数据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或是随机

效应模型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 可以发现 ，豪斯曼检

验的 ／
＞ 值为 〇

．〇〇 〇〇 ，所 以强烈拒绝原假设 ， 接受

固定效应的假设 。 本文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 中将

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表 ５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假设

Ｈ０
：原方程应使

用 固定效应

Ｈ １ ：原方程应使

用随机效应

检验结果

ｃ ／ｉ ｉ２ Ｃ ８ ）
＝

１ １ １ ． ０ ５

Ｐ ｒｏｂ＞ ｃｈ ｉ２
＝０

．
００ ００

选择效应

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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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 改 增
”

会 激励 企业 慈 善 捐 赠 吗 ？ ３ ３

（ 四 ） 回 归 分析

表 ６ 反映了固定效应模型 回 归结果 。 从解释

变量的 回归结 果来看 ，模型 １ 中 ｉ＾／〇ｒｍ 的 回 归

系数为 ０
．
０ ４２５

， 在 １％ 水平上显 著 ， 表 明
“

营改

增
”

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 政策效果明显 ，

该项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企业慈善捐 赠 。 模 型 ２

中 Ｒ ｅ／〇ｒｍ 的 回归 系 数同 样显著为 正 ， 也支持假

设 １ 成立 。 其次对调 节变量 的 回 归 结果进行分

析 ， 由 于本文设置国有企业取 １ ，非国有企业取 〇
，

所 以该结果可 以评价 国有企业的 慈善捐赠效应 。

模型 ２ 的 （ ２
－

３ ）交互项 中 ／？ｅ／〇ｒｍＸＳｔ ｒｗ 的 回 归系

数为
－

０ ． ００３１ ，显著为 负 ，说明
“

营改增
”

政策对于

国有企业慈善捐赠并没有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
对比

之下可以得 出
“

营改增
”

政策对非 国有企业慈善捐

赠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因此假设 ２ 也得到证明 。

最后分析控制变童的 回 归结果 ，对于全样本

而言 ， 的 回 归 系数均 显著为负 ，反 映 出股权

性质对国有企业慈善捐赠具有反 向抑制作用 ， 更

加印证了
“

营改增
”

政策能够增强非 国有企业的慈

善捐赠动机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假设 ２ 。
ＬｎＳｉｚｅ 、

Ｃａｄ 的 回归系 数为正 ， 都通过显著性 检验 ，表 明

随着公司规模扩大 ，现金流更加充裕 ，企业 的财务

状况不断优化 ， 慈善捐 赠能力 也相应 得到提髙 。

相反 ，
Ｌｅｖ 和 Ｔｏｐ ｉ 的 回 归 系数显著为 负 ，说明 资

产负偾率及股权集 中度的提高会限制企业慈善捐

赠 ，这是因 为资产负债率过髙会 给企业 资金链带

来很大压力 ，可能导致财务状况恶化 ，使得公司无

力 承担额外慈善捐 赠支出 ；股权集 中度越高 ，大股

东为了保证 自 身收益从而控制公司利益流 出的动

机更加强烈 ，相应地会降低公 司慈善捐 赠 的积极

性 。 除此之 外 ，
Ｇｒｏ加Ａ

、 Ｊ？ＯＥ 的 系数 都不显 著 ，

对企业慈善捐 赠没有影响 。

＊ ６ 固定效应棋型 回归 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全样本 （２
－

１ ） 国有 （２
－

２ ）非国 有 （２
－

３ ）交叉项

Ｒｅｆｏｒｍ

０
．
０ ４２５ ０

．
０４ １Ｉ

＂ ＇

０．
０ ４５７

？＂

０ ． ０４８ ３
．＂

（
６

．
５ ２ ） （５ ． ４ ５ ） （

６
．
７ ３ ） （ ７ ．

３ ４ ）

ＲｅｆｏｒｍＸ
－ Ｓｔｒｕ

－

０． ００３广
＿

（
－

６ ． １ ５ ）

Ｓｔ ｒｕ

－

０ ． ０３ ５７
＂ －

（

－

５ ． ４８ ）

－

０ ． ０４ ６０
． ＂

（

－

５ ． ３３ ）

ｈｎＳ ｉｚｅ

０． ２５７８
．＂

０
．

１ ７９３ 

？ “

０． ３ １ ４５
？ “

０ ． ２ ５９４ 

…

（９ ． ４ ６ ） （ ７ ． ０６ ） （ １ ０ ． ２８ ） （ ８ ． ８ １ ）

Ｌｅｖ

－

０ ．１０６７

＊ ， ＃
－

０ ．１ ０ １８
“

－

０
？１ ５ ５６

…
－

０．１ ６２２ 

？“

（

－

３． ０８ ） （

－

２．

４ ３ ） （

－

４． ７５ ） （

－

３ ． １ ０ ）

Ｃａ ｓｈ

０． ０ ５８６


…

０ ． ０７９ ３ ０． ０ ５４４
－

０ ． ０６８７
＇ “

（ ２
．
９ ３ ） （２

．
７ ７ ） （

３
． ０３ ） （ ２

．
６８ ）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 ０３９ ０ ． ００４７ ０ ．


００３５ ０ ．


００３８

（０ ． ６ ４ ） （ １ ． ０ ８ ） （ ０ ． ８７ ） （ ０ ． ６ ３ ）

ＲＯＥ
０

．
０ １ ４０ ０

．
０ １ １２ ０ ． ０ １ ５４ ０

．
０ １ ３６

（ ０ ．
４２ ） （０ ． ６４ ） （０ ．

３ ０ ） （ ０ ．
２ ８ ）

Ｔｏ ｐ ｉ

－

０
．
０ ８５９

－

０
．
０７５３

＂
－

０
？
０９ ２１

？？ ？
－

０
．
０９８８

（

－

３
．
６７ ） （

－

１
．
８７ ） （

－

４
．
１ ８ ） （

－

３
．
９２ ）

Ｃｏｎ ｓｔａｎ ｔ

１
．
６ ８８６ ２

．
３ ２５４

＇

１
．
３８ ８９ ２

．
１ ８９２

（ １
．
１ ７ ） （ １

．
７ ３ ） （ １

．
４ ５ ） （ １

．
５ ０ ）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７００ ２１ ６２ ３５ ３８ ５７００

Ａｄ
ｊ Ｒ

２

０ ． ２ １ ２８ ０ ． １ ８ １ ５ ０
．２４ ０９ ０． ２ １ ３１

Ｆ 值 １ ９ ．９４

…

１ ０．

３ ５ 

…

１ ７ ， ９５ 

…

１９ ，

％



…

注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１〇 ％ 、

５％ 、
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 ，括号 内为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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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稳健 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上述 回 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确保结论可靠性 。 上文中使用慈善捐 赠金额对

数值对因变量进行衡量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 中采

取慈善捐赠金额与 营业收入 比 值 （ Ｄｏｍｄ ｅ ）重新

衡量因变量 。 检验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 由 表 ７ 可

知 ，在重新定义因变量之后 ，
？Ｒ ｅ／ｏｒｍ 回 归 系数仍

显著 为 正 ， 与 之 间 呈正相关 ， 支持假设

１
；调节变量 Ｘ Ｓｆｒｗ 回归 系数显著为负 ，

验证假设 ２
。 所以检验结果与上文 回归结果基本

一致 ，保证 了结论的可靠性 。

表 ７ 稳健性检验 结果

变量 掛荆 １

模型 ２

俟型 丄

（ ２
－

１ ） 国有 （２
－

２ ）非 国有 （ ２
－

３ ）交叉项

Ｒｅｆｏｒｍ

０ ． ０ １ ５７
＊ ＊ ．

０
．
０ １ ２６

＊ ＊ ＊

０
．
０ １８ １

…

０． ０ １４２
＊＊”

（ ５ ．
０４ ） （ ４ ．

８３ ） （ ５ ． １ ６ ） （ ５ ．
７０ ）

Ｒｅｆｏｒｍ
Ｘ Ｓ ｔｒｕ

Ｓ ｔｒｕ

ｈｎＳｉｚ ｅ

－

０
．
０２４３

％

（

－

３
．
６８ ）

０
．
１２ ６ １

＊ ＊＊

０ ．１ ００ ９
＊ ＊

０
？
 １５ ４２

＊“

一

０ ． ０ ０２ ４

？ ？？

（

－

４
．
９ ７ ）

－

０
．
０２ ５ １

”＊

（

－

３
．
６４ ）

０
．
 １０ ３

（ ６． ０５ ） （ ２ ． ５４ ） （ ６ ．
９４ ） （ ５ ． １ ３ ）

Ｌｅｖ

－

０
．
０ ７６９

＊ ＊＊
－

０ ． ０ ５８０
＊

－

０
．
６５ ５

＊＊ ＊
－

０
．
０７３ ６

“

（

－

２ ．６５ ） （

－

１ ． ８ １ ） （

－

２ ． ６３ ） （

－

２
．
５ ５ ）

Ｃａ ｓｈ

０ ． ０４ ５４
＊ ＊

０
．
０３３７

＊

０
．
０ ５０６

＊ ＊

０
．
０ ４０２

＊ ＊

（２ ． ２ ７ ） （ １ ． ７３ ） （ １ ． ９７ ） （ ２．１ ６ ）

Ｇｒｏｗｔｈ

０
．
０ ０２３ ０

．
００４ ７ ０

．
０ ０２４ ０

．
０ ０２６

（０ ． ８ ０ ） （ ０ ．
６６ ） （ ０． ７ ７ ） （ ０． ７４ ）

ＲＯＥ
０ ．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 ８６ ０． ０ １ ３６ ０ ． ０ １ ０ ７

（０ ．１ ８ ） （ ０ ． ２５ ） （ ０ ． ２ ０ ） （ ０． ４３ ）

Ｔｏｐ ｉ

－

０ ． ０３ ３
－

０ ．０２ ４７
－

０
．
０３ ４４

“
－

０． ０２ １２ 

？

（
－

２
．
３ ８ ） （

－

０ ． ９８ ） （

－

２
． ４０ ） （

－

１ ． ９５ ）

Ｃｏｎ ｓｔａｎ ｔ

０ ． ５ ０５１ ０． ４９９３ ０ ＿ ７８４０
■ ■ ？

０
． ５ ９０６

（ １ ． １６ ） （ ０． ８３ ） （３ ． ２ １ ） （ １ ． １ ９ ）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 制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７０ ０ ２１ ６２ ３５３ ８ ５７ ００

Ａｄ
ｊ Ｒ

２

０
．
０２ ３５ ０

．
０ ２７５ ０ ． ０２ ０４ ０

．
０２ ４９

Ｆ值 １ ． ７ ７
＊ ＊＊

１ ． ６ ８ １ ． ７ ４
＊“

注 ： ＊
、
＊＊ 、 ＊＊ ＊ 分别表币在 １０ ％ 、 ５％ 、

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 ，括号 内为 《 值 。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

“

营改增
”

政策 的实施

能够显 著激励企业慈善捐赠 ； 企业慈善捐赠还会

受股权性质影 响 ，

“

营改增
”

对于非 国有企业的激

励效果更加积极 。
．

根据研究结果同样能够发现
“

营改增
”

政策对

于企业慈善捐赠 的影响 虽 然显著 ， 但激励 效果仍

有待加强 。 所 以 ， 我 国政府应当合理 、积极地制定

相应的 税收政策 ，推进我 国企业慈善事业 的发展 。

第
一

，税收政策能够引导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

推进企业 的良好发展 ，

“

营改增
”

在降低企 业税负

水平的 同时对企业慈善捐 赠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

因此 ，我 国立法机构应该加大慈善捐 赠税收优惠

力度 ， 明确税 收优 惠政策 ， 给予更多 政策 上的支

持 ， 如人大立法关于进 口 医疗器械 、 科研产品是否

免征进 口税等政策需要落地实施 ，完善新兴产业 以

及新能源产业等企业税收减免政策 ， 能够减少企业

的税收负担 ，进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
“

蒸蒸 日 上
”

。

第二 ， 国有企业作为我 国市场经济的一大主

体 ，其慈善捐赠积极性远逊于非 国有企业 ， 可 以考

虑出 台相应 的政策激励 国有企业慈善捐赠水平 ，

如根据慈善捐赠 的力度水平给与相应的政府补助

奖励 ，将慈善捐 赠水平作 为考核 国有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
一个重要标 准 ， 激发 国有企业慈善捐 赠

的积极性 ，进一步推动我国慈善捐赠事业 的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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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改 增
”

会 激励 企业 慈 善捐 赠 吗 ？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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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徐曦 营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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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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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革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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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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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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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７ ．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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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７ （ １ ４ ） ：
１ ５

－

２０
．

［２ ３］蒋楠 ． 营改 增 、税 收 负担 与财务业绩 ［Ｊ ］ ． 财 会通 讯 ，

２ ０ １ ８ （ ９ ） ：
１ ０ ８

－

１ １ １
，
１ １ ６．

［
２４

］雷 中 浩 ．

“

营改增
”

对建筑施工企业财务的影响 ［
〗
］ ． 财

会通讯 ， ２０ １ ７ （ １ ７ ） ：
１ ２３

－

１ ２６ ．

Ｗｉｌ ｌＲｅｐｌａｃ ｉｎ
ｇ
ＢＴｗ ｉｔｈＶＡＴＥｎｃｏｕｒａ

ｇ
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ｈａｒｉ ｔａｂｌ ｅ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Ｅｍｐｉ ｒｉｃａ ｌＳ 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Ａ
－

ｓ ｔｏｃｋ

Ｋｏ ｎｇＬｏｎｇ ， 
Ｌｉ

 Ｊ
ｉ ｎｈ ｕ ｉ

，

Ｐ ｅｎｇ
Ｌ 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 ＊ＬａｎｚｈｏｕＵ 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ｙｏ ｆＦｉｎａｎ 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
＊
Ｌａ ｎｚ ｈｏｕ ７３０ ０２０ ．Ｃ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 ＯｎＭａｙ
１

，
２０ １６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 ｌｙ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 ｅｐｏｌｉ ｃｙ
ｏｆｒｅｐｌａｃ ｉｎｇＢＴ ｗｉ ｔｈＶＡＴａｓ

ａｍａ
ｊ
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ｆｉｓｃａ ｌａｎｄｔａｘ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 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 ｓ．Ｗ ｉ

ｌ ｌｔｈｉｓｒｅ
？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ｒｅｄｕ ｃｅ ｓｃｏｒｐ
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 ｕｒｄｅ ｎ ，ｐ ｒｏｍｏｔｅｃｏｒｐｏ ｒａ ｔｅｃｈａｒｉ ｔａｂｌ ｅｄｏｎａ 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ｃｈｏｓ ｅｔｈｅＡ

－

ｓｈａ ｒｅｄａｔ ａ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
ｉａｎｄ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Ｓｔｏｃｋ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２０ １３ｔｏ

２０ １７ａｓ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 ａｍｐｌｅｔｏｅｍｐ
ｉｒｉｃａ ｌ ｌｙ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ｅｌ 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ｂｅｔｗ ｅｅｎｔ ｈｅｔａｘｓ ｙｓｔｅｍｒｅ ｆｏｒｍｏｆ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ＢＴｗｉ ｔｈＶＡＴ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ｅ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ｄｏｎａｔ ｉｏｎｓ．Ｔｈ ｅｒｅｓ ｕ ｌｔ 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 ｓ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ｅｃｈａｒｉｔ ａｂｌｅｄｏｎ ａｔ ｉｏ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ｓｈｏｗｓｔ ｈａｔ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ＢＴｗｉｔ ｈＶＡＴｃａｎ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ｈａｒ ｉｔａ
？

ｂ ｌｅｄｏｎａｔ ｉｏｎｓｏｆｎｏ ｎ
－

ｓｔａ ｔｅ
－

ｏｗｎ ｅｄｅｎｔｅ ｒｐ ｒｉ ｓｅ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 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ｒｅｐ ｌａｃ ｉｎｇＢＴｗ ｉ ｔｈ ＶＡＴ
；
ｃ ｈａ ｒ ｉ ｔ ａｂ ｌ ｅｄ ｏｎ ａｔ ｉ ｏｎ

；
ｔ ａｘ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