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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财税体制的不断优化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不断规范是降低企业税收
负担的重要因素。本文探究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不同预算软约束表

现形式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微观企业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税收竞争显著降

低企业税负，而财政支出竞争显著提升企业税负，税收竞争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大于财政

支出竞争。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

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负。交互效应显示，转移支付会弱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而

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均会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还发

现，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

务及其与财政竞争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地方政府间财

政竞争行为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对于规范地方政府财政

竞争行为，出台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设计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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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财政与财税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推动经济发展和

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三五”期间，我国实施了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政策，为提升市场活力和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２０２２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各地也要结合实际，依法出
台税费减免等有力措施，使减税降费力度只增不减，以稳定市场预期”。在此背景下，减税降费政

策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助推企业科技创新，进而稳定

产业链和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不仅取决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财税体制

的不断优化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不断规范也是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因素。

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产生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问题（Ａｌｅｓｉｎａ等，２００８）［１］，并
对企业税负产生影响。财政竞争手段主要包括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在税收竞争方面，地方政

府主要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途径，以争夺财政资源和经济资源；在财政支

出竞争方面，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为辖区内居民提供合意的公共服务，进而吸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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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和人员的流入。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由于我

国转移支付规模的确定和资金分配具有较大随意性，地方政府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或者采取“跑部

钱进”策略（钱海刚，２００９）［２］，以获取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因此现实中转移支付的相对弹性会导
致预算约束相对软化。二是土地出让收入。“财政压力假说”认为，地方政府会为了缓解财政收支

压力而扩大土地开发规模；“晋升激励假说”认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晋升考核体制会激励地方

官员出让土地。三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并通过发行企业债、中期

票据等融资工具为公共投资项目筹资。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地方财政压力日益突

出，地方政府突破预算框架参与过度财政竞争，并对预算软约束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两者及其交互

作用对企业税负产生了复杂影响，这影响到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获得感。

已有文献较少从中国式分权管理体制下的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角度出发对企业税负展开研

究，但是分别就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在税收竞争对企

业税负影响方面，不同国家的地方政府间普遍存在显著的税收竞争行为（Ｃｈｉｒｉｎｋｏ和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０［３］；胡洪曙和郭传义，２０１４［４］），税收竞争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和税种差异（龙小宁等，２０１４［５］；

Ｍａｎｉｌｏｆｆ等，２０１７［６］），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降低企业税负（李明等，２０１６［７］；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３［８］）。在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影响方面，财政支出竞争会弱化企业税收激励（贾俊雪和应

世为，２０１６）［９］，地方政府以改变财政支出偏向为特征的竞争行为会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水平（肖叶

等，２０１９）［１０］。在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会对其产生过度依赖进

而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和财政支出效率低下（Ｇｏｏｄｓｐｅｅｄ，２００２［１１］；Ｏｎｇ，２０１２［１２］），其中转移支付

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同时存在抑制作用和激励作用（胡祖铨等，２０１３［１３］；付文林和赵永辉，

２０１６［１４］），土地出让收入会降低企业实际税负（王雪婷和胡奕明，２０１８）［１５］。少部分研究关注了财
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交互作用，预算软约束为地方政府进行财政竞争提供了资金来源（钱海刚，

２００９）［２］，转移支付整体上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强化效应（李永友，２０１５）［１６］，财政竞争与预

算软约束会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造成影响（杜彤伟等，２０２０）［１７］。上述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良好
的前期基础，充分研究了财政竞争的概念界定、存在性检验、经济效应和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分析了

预算软约束的影响效应，也对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有了初步研究。然而，目前关于财

政竞争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联邦制财政分权理论，没有考虑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

如关注 ＧＤＰ增速的考核体系、财政纵向不平衡、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同时现有文献
对如下领域或现象关注不够：地方政府可能突破财政预算约束进行财政竞争，税收竞争的减税效

应、财政支出竞争的溢出效应以及两者共同产生的要素流动效应的异质性。有鉴于此，本文将系统

性分析税收竞争、财政支出竞争和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并分

地区和分产权性质考察这一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从财政制度层面研究财政竞争和预算

软约束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这对于完善财税制度体系以规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出台公平

合理的税收政策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具有良好借鉴意义。第二，本文将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和企

业税负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进行系统研究，并从转移支付、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三种不同的预

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实证考察三者间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这有助于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全面考

察不同财政竞争方式与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及两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差异。第三，

分地区和产权性质考察了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异质性。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

产权性质的企业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不同，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产生的影响必然存在差

异，在同一框架下全面考察这些差异有助于设计差异化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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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中国式分权管理体制下，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管理体制分别导致财政纵向失衡和以经济绩

效考核为主的政治晋升锦标赛（Ｌｉ和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１８］，进而共同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和预算
软约束问题（Ａｌｅｓｉｎａ等，２００８［１］；李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１９］）。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
支出竞争会对企业税负造成不同影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突破预算约束以缓解地方财政收支

压力，并为财政竞争提供资金支持，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会对企业税负产生不同影响。因此，

在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时，既要考虑财政竞争和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的作用，也

要考虑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本文基于这个理论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图 １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与企业税负的理论框架

１．财政竞争与企业税负
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这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当地

方政府拥有较大财政收入自主权时，通常采取低税负的税收竞争策略来“招商引资”，这必然带来

企业税负下降。当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支出自主权时，通常选择高支出的财政支出竞争策略

以刺激经济增长，这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收入为支出筹资，进而导致辖区内企业税负上升

（贾俊雪和应世为，２０１６）［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地方政府不能更改名义税率进而改变企业
的名义税负，但是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调整税收努力以改变企业的实际税负（吕冰洋等，

２０１６）［２０］，因此，调整税收努力程度经常成为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重要手段。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降低企业税负，而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企业税负。
２．预算软约束与企业税负
（１）转移支付与企业税负。作为调节财政纵向失衡的重要手段，转移支付一般通过影响税收

努力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一方面，转移支付对税收努力具有税收替代效应。作为地方政府财力的

重要补充，转移支付与地方本级税收收入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转移支付收入的增加会减少地方政

府税收努力程度（付文林和赵永辉，２０１６）［１４］，进而导致辖区企业税负降低。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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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努力存在激励作用。配套性转移支付一般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以完成上级政府制定

的政策目标，这将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提高税收努力的方式筹集财政收入以补充公共支出项目上的

财力（胡祖铨等，２０１３）［１３］，进而导致辖区企业税负上升。由于转移支付对税收努力具有正反两个
方向的作用，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２）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债务与企业税负。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难以满足支出需求的现实制
约下，地方政府会主动扩大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这些收入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不足的窘境，并为城市建设和政府投资带来了充裕的资金。与税收收入相比，土地出让收入具有边

际成本较低和自由裁量权较高的优势（余泳泽等，２０１９）［２１］，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加，地方政府会因
此主动降低税收努力程度（储德银等，２０１９）［２２］，进而导致企业税负下降。融资平台债务主要用于
公共部门的投资性支出，在未来能够产生预期收入以偿还债务本息，同时能够起到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形成高质量税源，这将弥补地方政府的当期举债，并对

税收收入起到替代作用，进而促使企业税负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能够降低企业税负。
３．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的交互效应
（１）不同财政竞争方式与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交互效应。不同财政竞争方式对企业税负的

影响会受到转移支付的影响。转移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减弱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对本辖区经济状况的依赖，进而减弱了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源和财政资源的竞争（Ｌｉｕ，
２０１４）［２３］。中国转移支付同时存在融资效应和分配效应，融资效应显著弱化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
而分配效应显著弱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李永友，２０１５）［１６］。就税收竞争而言，转移支付融
资机制不仅产生资本流动的外部性，同时在平衡预算约束效应和共同池效应下产生财政收入跨区

域流动的外部性，这两类外部性使得转移支付对税收竞争形成较强的替代效应，并降低了地方政府

采取税收竞争方式吸引资本的内在激励（李永友，２０１５）［１６］，最终表现为转移支付会弱化税收竞争
对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关研究也表明，转移支付中占主要比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在抑制地方发展

经济积极性的同时会降低税收竞争强度（Ｌｉｕ，２０１４）［２３］。就财政支出竞争而言，由于转移支付分配
机制具有收入效应，转移支付成为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重要手段（李永友，

２０１５）［１６］。分类探讨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对财政支出竞争行为的影响，则会
发现三者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税收返还的资金分配与地方政府财力正相关，这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

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并强化了财政支出竞争。致力于财力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在资金分配

上一般和财力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增长积极性，进而弱化了财政支出竞争。专项转移

支付最大的特征在于规定了具体用途，这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自主权，进而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

支出竞争。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中央转移支付中所占比重较大，转移支付总体上

对财政支出竞争起到弱化作用（贾俊雪等，２０１０）［２４］。随着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地
方政府会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这又进一步弱化了财政竞争行为（杜彤伟等，２０２０）［１７］。

（２）不同财政竞争方式与土地出让收入、融资平台债务对企业税负的交互效应。财政竞争对
企业税负的影响会受到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具有

不规范和约束性低的特点，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更容易激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进而导致地方

政府展开过度的财政竞争（杜彤伟等，２０２０）［１７］。就土地出让收入而言，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会采
取高价出让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方式来保障地方财力，这一预算软约束行为将促使土地出让收

入过快增长（雷潇雨和龚六堂，２０１４）［２５］，并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行为；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手段招商引资（雷潇雨和龚六堂，２０１４）［２５］，这
相当于变相给予企业财政补贴，是一种隐性的财政支出，从而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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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融资平台债务而言，地方政府降低税率进行税收竞争和提高公共支出进行财政支出竞争，往

往会导致税收不足和财政支出超出最优水平，融资平台债务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在不增税的情况下

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公司债券等多种融资方式举借债务，以满足不断扩张的资金需求（饶品贵等，

２０２２）［２６］，这激化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行为。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地方
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的依赖性会显著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大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

争强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转移支付会减弱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
债务均会增强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４．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异质性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等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同地区也面临着不同的财政压

力，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一般而言，东

部地区省份经济较发达、财力状况较好，拥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规模较大的企业和充足的税源，具

有更强的动力增大财政支出规模以争夺流动性资本来发展本地经济（王文剑等，２００７）［２７］，并且适度
增加税收努力不会对企业再投资等扩张性生产行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储德银等，２０１９）［２２］。与之相
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财力基础较为薄弱，并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而中西部地

区更倾向于降低税收努力以进行税收竞争（肖叶和刘小兵，２０１８）［２８］。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会采取差
异化的财政竞争策略，东部地区倾向于选择财政支出竞争手段，中西部地区倾向于选择税收竞争手段

（李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８）［１９］。在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作用方面，相对中西部地区，财力状况较好的
东部地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更低（杜彤伟等，２０２０）［１７］，更有能力通过提高税收努力的方式筹集
更多的财政配套资金以达到配套性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使得转移支付对税收努力的税收替代效应比

激励效应更弱，从而导致东部地区税收努力和企业税负上升；更为严格的财政预算和监督制度则有效

地引导和规范了东部地区的土地出让行为，进而降低了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由于在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房地产发展状况等方面占有优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债务耐受性（毛捷和

黄春元，２０１８）［２９］，并且形成了较为发达和规范的金融市场，融资平台债务对东部地区产生的财政压
力相对较小，能够对税收收入起到替代作用进而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相对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而财政支出竞争提升
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转移支付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土地出让收入降低企业税负的

作用相对较弱，而融资平台债务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显著。

就企业产权性质而言，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政府，其生产经营行为会受到政府影响。在税

收竞争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更加关心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且国有企业为当地提供大量就

业岗位，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地方政府会通过降低税收征管力度的方

式减轻国有企业税负，以保证国有企业长期稳定经营，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这种激励动机较

弱（陈冬等，２０１６）［３０］，最终表现为，税收竞争降低国有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在财政支出竞争
方面，国有企业承担起支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和协助地方政府完成税收征管目标的职能（贾

俊雪和应世为，２０１６）［９］，因而地方政府可能会将财政支出压力传导给国有企业，进而导致国有企
业税负较高。最终表现为，财政支出竞争提升国有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在预算软约束对企

业税负作用方面，由于预算软约束的三种表现形式（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是

地方政府除税收收入外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渠道，其筹资方式不会干扰地方政府对不同产权性质

企业的征税行为，因而对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产权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相对非国有企业来说，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财政支出竞
争提升企业税负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产权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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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设计

１．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统计口径变化和政策调整，本文选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３０个省份（不含西藏

和港澳台）和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本文拟使用两个层面的数据：一是企业微观数据；二是省级层面数据。

企业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和 ＷＩＮＤ数据库，部分数据手工整理自上市公司财
务年报。本文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并对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如下处
理：剔除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有缺失的公司；剔除所有者权益、实际缴纳企

业所得税、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和企业总体税负为负的公司；剔除以前年度发生亏损，在本年尚未

弥补完亏损的公司；剔除计算得到的企业所得税税负、企业总体税负大于 １００％的公司；剔除 ＳＴ
和ＳＴ的上市公司。最终剩余１１９８０个观测值。为消除样本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
进行了１％和９９％分位数上的缩尾处理。

省级层面数据主要涉及财政支出竞争、税收竞争、转移支付、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债务和地方经

济发展水平指标。税收相关指标来源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税务年鉴》和各省份税务统计年鉴，
财政相关指标来源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份财政统计年鉴，部分手工整理自各
省份财政厅（局）官网。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中国土地
市场网。融资平台债务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由于银行贷款数据不可得，本文选择城投债代

替，城投债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并经过整理汇总到省级层面。在样本筛选时，由于西藏政治
经济地位较为特殊且上市公司数量较少，故删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数据。

２．计量模型

借鉴以往研究（吕冰洋等，２０１６［２０］；王小龙和余龙，２０１８［３１］；杜彤伟等，２０２０［１７］），为检验财政
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本文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ＥＴＲｐｉｔ ＝α＋βＣＯＭＰｐｔ＋γＳＯＦＴｐｔ＋θＸｉｔ＋μｉ＋ηｔ＋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ＥＴＲｐｉｔ为省份 ｐ区域内上市公司 ｉ第 ｔ年的企业所得税税负；α为截距项；核
心解释变量 ＣＯＭＰｐｔ为省份 ｐ第 ｔ年的财政竞争指标，在实证回归中，本文将同时考察财政支出竞
争（Ｅｘｐｃ）和税收竞争（Ｔａｘｃ）的作用；ＳＯＦＴｐｔ为省份 ｐ第 ｔ年的预算软约束指标；Ｘｉｔ为一系列控制变
量，包括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和省级层面控制变量；μｉ为公司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个体不随时间
变化特征的影响；ηｔ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与时间相关的政策变化的影响；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层面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省级层面宏观变量，控制变量包含企

业层面变量和省级层面变量，同一省份内的企业的随机扰动项可能存在相关性，为避免待估系数标

准误出现严重低估，后续回归将标准误聚类到省级层面。

为了考察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的交互效应，本文进一步设定模型如下：

ＥＴＲｐｉｔ ＝α＋βＣＯＭＰｐｔ＋γＳＯＦＴｐｔ＋ωＣＯＭＰｐｔ×ＳＯＦＴｐｔ＋θＸｉｔ＋μｉ＋ηｔ＋εｉｔ （２）
　　为检验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
性，本文引入地区哑变量 Ｒ与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ＥＴＲｐｉｔ ＝α＋βＣＯＭＰｐｔ＋γＳＯＦＴｐｔ＋ωＣＯＭＰｐｔ×ＳＯＦＴｐｔ＋β１ＣＯＭＰｐｔ×Ｒ＋γ１ＳＯＦＴｐｔ×Ｒ
＋ω１ＣＯＭＰｐｔ×ＳＯＦＴｐｔ×Ｒ＋θＸｉｔ＋μｉ＋ηｔ＋εｉｔ （３）

　　其中，地区哑变量的具体设置方式为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地区的省
份，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财政收入较为充裕，赋值 Ｒ为１；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份，
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财政状况一般较差，赋值 Ｒ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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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检验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否存在产权

性质异质性，本文引入企业产权性质哑变量 Ｓ与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ＥＴＲｐｉｔ ＝α＋βＣＯＭＰｐｔ＋γＳＯＦＴｐｔ＋ωＣＯＭＰｐｔ×ＳＯＦＴｐｔ＋β１ＣＯＭＰｐｔ×Ｓ＋γ１ＳＯＦＴｐｔ×Ｓ

＋ω１ＣＯＭＰｐｔ×ＳＯＦＴｐｔ×Ｓ＋θＸｉｔ＋μｉ＋ηｔ＋εｉｔ （４）
　　其中，产权性质哑变量的具体设置方式按照产权性质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
资企业和其他企业。对于国有企业，赋值 Ｓ为１；对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赋值 Ｓ为０。

３．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以及借鉴以往研究（李明等，２０１６［７］；陈晓光，２０１６［３２］），被解释变量企业
税负选取企业所得税税负为衡量指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竞争（Ｃｏｍｐ），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包括税收竞争（Ｔａｘｃ）和财政
支出竞争（Ｅｘｐｃ）两种方式。税收竞争用地方税收除以当地 ＧＤＰ作为税收竞争的计算依据。为方
便解读实证结果，本文对税收竞争指标进行取负数处理，此时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地方政府间税收

竞争程度越高。财政支出竞争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除以当地 ＧＤＰ作为财政支出竞争的计算
依据（贾俊雪等，２０１０）［２４］。同时，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还有预算软约束（Ｓｏｆｔ），后文也会考察预算
软约束在财政竞争和企业税负之间的调节作用。预算软约束包括转移支付（Ｔｒａ）、土地财政（Ｌｔｆ）
和融资平台债务（Ｃｔｚ）三种具体表现。本文借鉴储德银和费冒盛（２０２１）［３３］的做法，分别以人均转
移支付、人均土地出让收入和人均城投债发行额来衡量转移支付、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规模。

本文在参考王小龙和余龙（２０１８）［３１］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和省级层面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固定资产密集度、资产负债率、雇佣人数

和总资产周转率，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ＧＤＰ、财政自主率、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本文对模
型中除比例变量之外的所有水平变量均做了自然对数处理以增进数据的平稳性并缓解异方差。

所有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种类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计算方法和说明

企业税负

变量
ＥＴＲ 企业所得税税负 ０１１５ ０１３６ ０７４０ ０

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利润

总额

稳健性

检验因变量
ＥＴＲ１ 企业总体税负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６ ０５４２ 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收到的税

费返还）／营业收入

财政竞争

变量

Ｔａｘｃ 税收竞争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５ －０１８１ 税收收入／ＧＤＰ（取负数）

Ｅｘｐｃ 财政支出竞争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２ ０４５０ ０１１０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ＧＤＰ

稳健性

检验自变量

Ｔａｘｃ１ 税收竞争 ０６７９ ０４０６ １７４５ ０４１３
（全国税收／全国 ＧＤＰ）／（本

省税收收入／本省 ＧＤＰ）

Ｅｘｐｃ１ 财政支出竞争 １３３２ ０３２４ ２８７３ ０６５４
（本省财政支出／本省 ＧＤＰ）／

（全国财政支出／全国 ＧＤＰ）

预算软

约束变量

Ｔｒａ 人均转移支付 ０３０９ ０２００ １８６７ ０００１ 中央补助收入／年末常住人口

Ｌｔｆ 人均土地出让收入 ０３５９ ０２７４ １２５２ ００１８ 土地出让收入／年末常住人口

Ｃｔｚ 人均融资平台债务 ０１３３ ０１４９ ０８０７ ０ 城投债发行额／年末常住人口

稳健性

检验自变量

Ｔｒａ１ 转移支付比率 １３２４ ０８７３ ５３０２ ００８５ 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收入

Ｌｔｆ１ 土地出让收入 ０４７０ ０２３６ １３９５ ００４０ 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财政收入

Ｃｔｚ１ 融资平台债务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９ １４４８ ０ 城投债发行额／地方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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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种类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计算方法和说明

企业

控制变量

ｌｎａｓｓｅ 资产规模 ２２７６０ １６２３ ２８４５０ １７８８０ Ｌｎ（年末资产总额）

Ａｇｅ 企业年龄 １６１９７ ５４２３ ６０ ０ 样本年度 －企业开业时间

Ｐｒｒ 资产收益率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２ ０２０３ －０１５４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其中，平均资产总额 ＝（资产

期初余额 ＋资产期末余额）／２

ＰＰＥ 固定资产密集度 ０３２６ ０１８９ ０９８２ ０ 固定资产净值／资产总额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０５１５ ０２０８ ０９４４ ００８４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Ｌｅｍｐｌｙ 雇佣人数 ８０２４ １４８６ １１７７０ ４１７４ Ｌｎ（雇佣人数）

ＴＡＴ 总资产周转率 ４１３６ ３７９１ １８３９４ ０３６０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省级控制

变量

Ｐｅｒ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１０９３ ０５３３ １１９４０ ９２８９
Ｌｎ（滞后一期的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Ｆｚｚ 财政自主率 ０６３９ ０２０２ ０９４０ ０１４８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Ｓｅｃ
第二产业

增加值比重
０４３０ ００９６ ０５９０ ０１８６ 第二产业增加值／ＧＤＰ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均值为 １１５％，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 ２５％存在
明显差异。在企业所得税实际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给予

企业税收优惠或降低税收征管强度，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相对来说弹性更大，最

终表现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低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①。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最大值为 ７４％②，
最小值为０，标准差为０１３６，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所得税税负差异主
要存在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之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基本回归分析
表２列示了财政竞争和三种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分别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回归结果。由表２中

模型（１）～模型（３）的估计结果可知，税收竞争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变量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证实了假设 Ｈ１。回归结果还显示，税收竞争变量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明显大于财政
支出竞争。原因在于，财政分权不仅导致了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也使得现实中的预算约束不断被

突破。当地方政府利用税收为财政支出筹资的压力不断增大时，地方政府会广泛利用土地出让收

入和融资平台债务为财政支出筹资，且普遍存在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等公共池渠道进行支出成本转

嫁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提升企业税负的作用。

另外，模型（１）～模型（３）的估计结果还分别显示，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为正，土地出
让收入和城投债发行额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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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２０１８年国地税改革后，企业所得税主要由地方税务局征管转变为由国家税务局征管，但这并不表明地方政府对企
业所得税征管不存在干预。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地税合并后地方上的税务局要接受地方政府与国家税务总局

的双重领导，这意味着税收征管活动在改革后依然部分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

企业所得税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应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按照适用税收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整而得。若直接除以企业利

润总额则会高估企业所得税税负，出现计算结果高于法定税率的情况，尤其近年来经济下行、企业利润下降更易产生高估。



而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负，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是一致的。模型

（１）～模型（３）的估计结果为假设 Ｈ１和假设 Ｈ２提供了证据。
表２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基础回归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Ｔａｘｃ
－０３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４）

－０３０６

（００２６）

Ｅｘｐｃ
０１５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５６

（００５２）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８）

Ｔｒａ
０２６２

（００９８）

Ｌｔｆ
－０１３２

（００６７）

Ｃｔｚ
－０２４２

（０１０９）

ｌｎａｓｓｅ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Ａｇｅ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４）

Ｐｒｒ
０２４３

（００２６）

０２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２４３

（００２６）

ＰＰ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ｅｖ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６）

Ｌｅｍｐｌ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ＴＡＴ
０６７３

（０３３２）
０６６０

（０３６２）

０６９２

（０２９２）

ＰｅｒＧＤＰ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３）

Ｆｚｚ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０）

Ｓｅｃ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３）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６）

常数项
０７１４

（０５５１）

０７３４

（０６３１）

０６１２

（０６３５）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４２０ ０４３１ ０４２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到省级层面；、、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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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交互效应
本文在基准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财政竞争与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的交互项，考

察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结合表２基础回归结果分析，表 ３的模型（１）和模型
（４）的估计结果显示，转移支付与税收竞争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与支出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转移支付会弱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模型（２）和模型（５）的估
计结果显示，土地财政与税收竞争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与支出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在 ５％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土地财政会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模型（３）和模型（６）的估计结果显示，
融资平台债务与税收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支出竞争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融资平台债务会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上述结果充分表明，不同财政竞争方式

与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与假设 Ｈ３一致。
表３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交互效应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Ｃｏｍｐ Ｔａｘｃ Ｔａｘｃ Ｔａｘｃ Ｅｘｐｃ Ｅｘｐｃ Ｅｘｐｃ

Ｓｏｆｔ Ｔｒａ Ｌｔｆ Ｃｔｚ Ｔｒａ Ｌｔｆ Ｃｔｚ

Ｃｏｍｐ
－０６０６

（０３３５）

－０５５４

（０２９８）

－０５６５

（０２８７）

０３２２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８）
０２４６

（０１２４）

Ｓｏｆｔ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１）

－０４９８

（０２４８）

－０５８２

（０２８８）
－０８１７

（０４３５）

－０２８０

（０２５１）
－０５２２

（０２９７）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
０３６９

（０１２４）

－０８１７

（０１２４）

－０４８４

（０２３９）
－０４０８

（０２３９）

０４１９

（０１８３）

０３００

（００７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３．稳健性检验
为对前文结论进行稳健性测试，接下来本文更换因变量和自变量度量方式以及使用工具变量

法来开展辅助验证。

（１）更换因变量的衡量方式。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刘骏和刘峰（２０１４）［３４］的
做法，综合考虑各项税种以计算企业总体税负，衡量方式为：（支付的各项税费 －收到的税费返
还）／营业收入。如表４所示，财政竞争和三种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明
显改变，充分说明本文前述基准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４ 基础回归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Ｔａｘｃ
－０３６９

（０１６２）

－０３６１

（０１８０）

－０３４５

（０１５４）

Ｅｘｐｃ
０２８６

（０１０３）

０２８４

（０１２４）

０２４８

（００９１）

Ｔｒａ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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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Ｌｔｆ
－０３１５

（０１４７）

Ｃｔｚ
－０３０２

（０１３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如表５所示，转移支付会弱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而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会强化
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这与前述交互效应回归结果是一致的。上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得到

了证实。

表５ 交互效应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Ｃｏｍｐ Ｔａｘｃ Ｔａｘｃ Ｔａｘｃ Ｅｘｐｃ Ｅｘｐｃ Ｅｘｐｃ

Ｓｏｆｔ Ｔｒａ Ｌｔｆ Ｃｔｚ Ｔｒａ Ｌｔｆ Ｃｔｚ

Ｃｏｍｐ
－０８９７

（０３５１）
－０６６７

（０４０２）

０７２３

（０３０７）

０４８６

（０３５２）
０４９６

（０２６６）

０３３３

（０２８０）

Ｓｏｆｔ
－０８７４

（０４１９）

－０４９７

（０４７７）

－０７９０

（０６５３）
０５９６

（０３０２）
－０５７０

（０３４６）

－０６９６

（０４３７）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
０８９８

（０３４７）

０７２２

（０３２２）

０６４３

（０３０１）

０６７３

（０３１６）

０９５８

（０４２３）
０７５４

（０４８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２）更换自变量的衡量方式。本文通过变换自变量的测度方法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首先更
换了自变量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测量方法（具体测算方法如表 １所示），同时借鉴范子英和
张军（２０１０）［３５］的做法，将预算软约束变量转移支付、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的测量方法更换为
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发行额与地方财政收入①的比值。通过同时变换财政竞争变量

和预算软约束变量的测量方法，对实证模型（１）和模型（２）重新进行回归。如表 ６、表 ７结果表明，
变换自变量测量方法不会引起实证结论的变化。

表６ 基础回归稳健性检验：替换自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Ｔａｘｃ
－０６２９

（０２３２）

－０７０１

（０３３０）

－０８４５

（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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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财政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各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续表６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Ｅｘｐｃ
０５８６

（０２０３）

０５７８

（０２１４）

０６９８

（０３０７）

Ｔｒａ
０８９０

（０６８９）

Ｌｔｆ
－０４２５

（０１３７）

Ｃｔｚ
－０６２２

（０２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表７ 交互效应稳健性检验：替换自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Ｃｏｍｐ Ｔａｘｃ Ｔａｘｃ Ｔａｘｃ Ｅｘｐｃ Ｅｘｐｃ Ｅｘｐｃ

Ｓｏｆｔ Ｔｒａ Ｌｔｆ Ｃｔｚ Ｔｒａ Ｌｔｆ Ｃｔｚ

Ｃｏｍｐ
－０６９７

（０３９１）

－０６２７

（０４５２）
－０６７４

（０３５１）

０５６３

（０３７３）
０６２３

（０３５６）

０３５４

（０２２１）

Ｓｏｆｔ
－０５７４

（０３８９）
－０４６９

（０２７８）

－０６７４

（０５４２）

０４８７

（０３１２）
－０６１７

（０３５７）

－０７３１

（０４３６）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
０７９８

（０３０１）

－０６９２

（０３０１）

－０６２９

（０３１９）

－０７５２

（０２７６）

０７５８

（０３２３）

０７２７

（０３２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３）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使用的是省级层面数据，被解释变量使用的是企
业层面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弱化这种潜在的内

生性，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地方政府间
财政竞争行为具有策略模仿的特征，一个省份的财政竞争强度与邻近地区的财政竞争强度显著相

关，而邻近地区的财政竞争强度并不会对该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本文认为邻近

地区的财政竞争强度与影响该地区企业实际税负的不可观测因素不相关。因此，本文借鉴李戎等

（２０１８）［３６］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选取该地区邻近地区税收占 ＧＤＰ比重（取负数）的权重值作为该
地区税收竞争的工具变量，并选取该地区邻近地区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的权重值作为该地区财政
支出竞争的工具变量。具体计算过程为，本文先求得各地区税收占 ＧＤＰ比重（Ｔａｘｃ）和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Ｅｘｐｃ），再利用反距离矩阵（ｗｉｊ）①，核算某一地区邻近地区税收占 ＧＤＰ比重的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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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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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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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ｊ

０，　 ｉ＝
{

ｊ

，ｄｉｊ表示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



（Ｔａｘｃ＿ｗｅｉｇｈｔ）和邻近地区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的权重值（Ｅｘｐｃ＿ｗｅｉｇｈｔ），计算公式如下：
Ｔａｘｃ＿ｗｅｉｇｈｔ＝Ｗ×Ｔａｘｃ （５）
Ｅｘｐｃ＿ｗｅｉｇｈｔ＝Ｗ×Ｅｘｐｃ （６）

　　表８显示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税收竞争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财政支出竞争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转移支付的系数不显著，土地出让收入的系数显著为负，融资平

台债务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基础回归的实证结果一致，印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１和假设 Ｈ２。第一阶
段回归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强相关，满足成为工具变量的条
件。在此基础上，本文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ＬＭ统计量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ＷａｌｄｒｋＦ统计量大于 １０％水平上的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临界值，拒绝了“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上述检验结果充分表明工具变量选取合
理，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与工具变量弱识别的问题。

表８ 基础回归内生性检验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Ｔａｘｃ
－０３３４

（０１２５）

－０３５９

（０１２６）

－０２５９

（０１２５）

Ｅｘｐｃ
０２２９

（０１０２）

０２３５

（００７７）

０２９２

（０１０９）

Ｔｒａ
０１５８

（０１１２）

Ｌｔｆ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３）

Ｃｔｚ
－０５４６

（０１３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ＬＭ

统计量

７８２３１

［００００］

６７３６４

［００００］

８２２１３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ｒｋＦ统计量

４２３９７

｛１６３８｝

３７３８２

｛１６３８｝

４７２３１

｛１６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

　　注：［］数值为 Ｐ值，｛｝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识别检验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４．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否存在异

质性，本文划分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

（１）地区异质性。本文按照企业注册地是否位于东部省份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①，
引入东部地区哑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以考察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

５６１

２０２２年 第 ６期

① 参考其他学者及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３号颁布的对中国区域的划分办法，本文中的东部省份是北京、天津、河北、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省份是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估计结果如表 ９所示。模型（１）～模型（３）的回归
结果显示，在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地方政府间财

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显著。另外，模型（１）～模型（３）的估计结果还分别显示，地
区哑变量与转移支付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土地财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融资平台债务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相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东部发达地区

相对较弱，土地出让收入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也相对较弱，而融资平台债务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更

为明显。

表９ 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Ｔａｘｃ
－０５９３

（０１９４）

－０４２４

（０２１５）

－０４２９

（０２０２）

Ｅｘｐｃ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６９）

０１２１

（００４１）

Ｔａｘｃ×Ｒ
０６２０

（０３１３）
０８５４

（０５１８）

０７３０

（０３６７）

Ｅｘｐｃ×Ｒ
０５４７

（０２００）
０４１８

（０２３６）

０３７６

（０１８７）

Ｔｒａ
－０２０４

（０３５６）

Ｌｔｆ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０）

Ｃｔｚ
－０３９６

（０１９９）

Ｔｒａ×Ｒ
０２２３

（０１０４）

Ｌｔｆ×Ｒ
０１７３

（０１０３）

Ｃｔｚ×Ｒ
－０２４１

（００９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如表１０所示，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交互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首先，模型（１）和模
型（４）的估计结果显示，税收竞争、转移支付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财政支出竞争、
转移支付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为正。结合表 ３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转移支付弱化
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东部发达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而转移支付弱化财政支出竞争提升

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地区异质性。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财力相对薄弱，因而偏好以税收竞争方

式为主的财政竞争方式；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因而偏好以财政支出竞争方式为主的财政竞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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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其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较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能够有效缓解中西部省份的财政压力，并调

整和优化其财政竞争行为，但是其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依赖性较高。而税源充裕、财力较强的东部省

份能够较为充分利用好中央财政资金的援助，其用转移支付替代地方税收收入的动机更为强烈，因

而转移支付弱化东部省份税收竞争行为的作用更为明显。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普遍存在政治激励和

经济激励，难以受到转移支付的激励而主动削弱财政支出竞争，故而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竞争行为

的弱化作用实际不存在地区异质性。其次，模型（２）和模型（５）的估计结果显示，税收竞争、土地财
政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财政支出竞争、土地财政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

为负。结合表３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对财政竞争的强化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
为明显。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预算收入相对充足，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较

小。２００３年之后，中央政府收紧了东部地区的土地供应，并且对“招、拍、挂”等土地出让制度的监
管更加严格①，而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供应指标却相对放开，进而导致中西部地区更为依赖土地财

政。最后，模型（３）和模型（６）的估计结果显示，税收竞争、融资平台债务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
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融资平台债务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结合表３的估计
结果进行分析，融资平台债务对财政竞争的强化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东部地

区拥有更加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更加广泛的政府融资渠道，在面临较大财政支出竞争和税

收竞争压力时能够通过发行城投债的方式减轻压力。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东部地区由融资平台发行的
城投债占到了全国城投债发行总额的５７０６％②，而中西部地区发行城投债的比例相对较低，有限
的债务融资渠道使得中西部地区通过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减轻财政竞争压力的难度增大，这使得

东部地区更为依赖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表９和表１０的结果支持了假设 Ｈ４。
表１０ 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交互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Ｃｏｍｐ Ｔａｘｃ Ｔａｘｃ Ｔａｘｃ Ｅｘｐｃ Ｅｘｐｃ Ｅｘｐｃ

Ｓｏｆｔ Ｔｒａ Ｌｔｆ Ｃｔｚ Ｔｒａ Ｌｔｆ Ｃｔｚ

Ｃｏｍｐ
－０５８１

（０３３９）

０５８３

（０２９４）

－０１２１

（０２７７）
０３５６

（０１７４）

０２９３

（０１４２）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８）

Ｓｏｆｔ
－０８１５

（０３８９）

０５７５

（０２８８）

－０３２４

（０４４０）
－０９９５

（０５１９）

－０４４２

（０２６２）

－０６７５

（０３６０）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
１４４３

（０８６７）

－１５４７

（０８３７）

０９２４

（０４４０）
－２０３５

（１１１８）

１７３３

（１０７２）

０４２６

（１２３７）

Ｃｏｍｐ×Ｓｏｆｔ×Ｒ
４９３７

（１７３７）

１６９７

（０８５３）
－２４１５

（１３２４）

０６６４

（０９１９）
－０５５１

（０２９０）

２５９４

（１０５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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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３〕７０号）。
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经过计算加总而得。



　　（２）产权异质性分析。本文按企业产权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其中非国
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估计结果如表 １１所示，税收竞争与产权性质虚拟变
量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与产权性质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转移支

付、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与产权性质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结合表 ２的估计结果
进行分析，相对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降低国有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地方政府间

财政支出竞争提高国有企业税负的作用也更为明显。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产权异质性作用

不显著。这与假设 Ｈ５的分析一致。
表１１ 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影响的产权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Ｔａｘｃ
－１２０６

（０５０５）

－１３１１

（０４４０）

－１５３５

（０４３５）

Ｅｘｐｃ
０６２４

（０２４４）

０３８１

（０１８６）

０３６０

（０１８６）

Ｔａｘｃ×Ｓ
－０８９６

（０４９１）

－０９３５

（０４５３）

－０９５６

（０４４５）

Ｅｘｐｃ×Ｓ
０３６１

（０２１３）

０４３１

（０１８６）

０３７２

（０１８６）

Ｔｒａ
－０６４５

（０４３８）

Ｌｔｆ
－０１９７

（０１１７）

Ｃｔｚ
－０３７１

（０１８６）

Ｔｒａ×Ｓ
０４７８

（０３６０）

Ｌｔｆ×Ｓ
－００４０

（０１４６）

Ｃｔｚ×Ｓ
－０１８９

（０２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调整 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五、结论与建议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不仅取决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同时也要求财税体制的不断优化，以及地

方政府财政竞争的不断规范。本文从财政制度层面出发，探究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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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１）税
收竞争显著降低企业税负，而财政支出竞争显著提升企业税负。税收竞争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明

显大于财政支出竞争。（２）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差异。转移支付对企
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负。（３）财政
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转移支付会弱化地方政府间财政

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转移支付会弱化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同时也会弱

化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与之相反，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会强化地方政府

间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均会强化税收竞争降

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同时均会强化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４）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
地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

的作用更为明显，转移支付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土地出让收入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

较弱，而融资平台债务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转移支付弱化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

用在东部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而转移支付弱化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地区异质

性。土地出让收入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融资平台债务强化财

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
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且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也表现

更为明显。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为了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地方政府会突破预算框架参与过度财政竞争。因此，一方面，应

当构建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统一的现代财政体制，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并

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实现区域间财力格局稳定，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应当将一些反映

地方财政运行情况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防止地方政府过度进行财政竞争，从根本上改

变以 ＧＤＰ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
第二，继续优化转移支付拨付制度和标准，减少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同时应

当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中的问责、监督和惩罚机制等，严格把控转移支付资金用途，引导地方政府合

理利用转移支付资金，避免转移支付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激励问题，最大化发挥转移支付弥补地

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和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的作用。

第三，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故必须在不同地区

设计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因此，应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发挥转移支付对

地方政府行为的正向调节作用；出台相应政策监管和控制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出让规模；加快发展中

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使之建立起高效的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市场。同时，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和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激励地方政府自觉规范财政行为。

第四，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应当关注地方政府财政

竞争行为会引起歧视性征税这一现象，着力解决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导致的税收扭曲。应当规范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在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时对各类产权性质企业一视同仁，以创造税负公平的

营商环境。

第五，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可能会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并激化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行为。因此，

不应盲目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进而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应当科学设计财税体制以规范地方政府

的财政竞争行为，同时应减少地方政府对预算软约束的操作空间和影响程度，唯此才能在保证地方

财政规范性与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企业税负。

９６１

２０２２年 第 ６期



参考文献

［１］Ａｌｅｓｉｎａ，Ａ．，Ｆ．Ｒ．Ｃａｍｐａｎｔｅ，ａｎｄＧ．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Ｗｈｙｉｓ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ｔｅｎＰｒｏ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６，（５）：１００６－１０３６．

［２］钱海刚．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Ｊ］．北京：财政研究，２００９，（３）：１７－１９．

［３］Ｃｈｉｒｉｎｋｏ，Ｒ．Ｓ．，ａｎｄＤ．Ｊ．Ｗｉｌｓｏｎ．ＣａｎＬｏｗｅｒＴａｘＲａｔｅｓｂｅＢｏｕｇｈ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ａｘ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ＵＳ

Ｓｔａｔｅｓ［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６３，（４）：９６７－９９３．

［４］胡洪曙，郭传义．我国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对税收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Ｊ］．北京：经济管

理，２０１４，（１２）：１－１２．

［５］龙小宁，朱艳丽，蔡伟贤，李少民．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县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Ｊ］．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８）：４１－５３．

［６］Ｍａｎｉｌｏｆｆ，Ｐ．，ａｎｄＤ．Ｔ．Ｍａｎｎｉｎｇ．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ｎｔ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７１，（１）：１７９－２０４．

［７］李明，赵旭杰，冯强．经济波动中的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税负：以企业所得税为例［Ｊ］．北京：世界经济，２０１６，（１１）：１０４－１２５．

［８］范子英，田彬彬．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Ｊ］．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１３，（９）：９９－１１１．

［９］贾俊雪，应世为．财政分权与企业税收激励———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分析［Ｊ］．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６，（１０）：２３－３９．

［１０］肖叶，邱磊，刘小兵．地方政府竞争、财政支出偏向与区域技术创新［Ｊ］．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９，（７）：２０－３５．

［１１］Ｇｏｏｄｓｐｅｅｄ，Ｔ．Ｊ．．Ｂａｉｌｏｕｔｓｉｎ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２，９，（４）：４０９－４２１．

［１２］Ｏｎｇ，Ｌ．Ｈ．．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

３３，（４）：４５５－４７４．

［１３］胡祖铨，黄夏岚，刘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努力———来自中国财政实践的证据［Ｊ］．北京：经济学（季刊），

２０１３，（３）：７９９－８２２．

［１４］付文林，赵永辉．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行为［Ｊ］．北京：财政研究，２０１６，（６）：１６－２７．

［１５］王雪婷，胡奕明．房价与企业税负的“租税替代”关系———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Ｊ］．北京：财政研

究，２０１８，（７）：９１－１０５．

［１６］李永友．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１０）：１１４－１３３，２０６．

［１７］杜彤伟，张屹山，李天宇．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Ｊ］．上海：财经研究，２０２０，（１１）：９３－１０７．

［１８］Ｌｉ，Ｈ．Ｂ．，ａｎｄＬ．Ａ．Ｚｈｏ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８９，（９－１０）：１７４３－１７６２．

［１９］李永友，沈坤荣．辖区间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与 ＦＤＩ增长绩效的区域特征［Ｊ］．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５）：５８－６９．

［２０］吕冰洋，马光荣，毛捷．分税与税率：从政府到企业［Ｊ］．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１６，（７）：１３－２８．

［２１］余泳泽，张少辉，杜运苏．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Ｊ］．北京：世界经济，２０１９，（１０）：１２０－１４２．

［２２］储德银，邵娇，迟淑娴．财政体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吗？［Ｊ］．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１０）：４１－５６．

［２３］Ｌｉｕ，Ｙ．．Ｄｏｅ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１，（３）：３４５－３７４．

［２４］贾俊雪，郭庆旺，高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Ｊ］．北京：财贸经济，２０１０，（１１）：５２－５７．

［２５］雷潇雨，龚六堂．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Ｊ］．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４，（９）：２９－４１．

［２６］饶品贵，汤晟，李晓溪．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基于企业杠杆操纵的证据［Ｊ］．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２，（１）：１５１－１６９．

［２７］王文剑，仉建涛，覃成林．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 ＦＤＩ的增长效应［Ｊ］．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０７，（３）：１３－２２，１７１．

［２８］肖叶，刘小兵．税收竞争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总量与结构双重视角［Ｊ］．北京：财政研究，２０１８，（５）：６０－

７４，４５．

［２９］毛捷，黄春元．地方债务、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验证［Ｊ］．北京：金融研究，２０１８，（５）：１－１９．

［３０］陈冬，孔墨奇，王红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Ｊ］．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６，（５）：４６－６３．

［３１］王小龙，余龙．财政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实际税负［Ｊ］．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９）：１５５－１７３．

［３２］陈晓光．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地区不平等［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４）：５３－７０，２０６．

［３３］储德银，费冒盛．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治理［Ｊ］．北京：财贸经济，２０２１，（２）：５１－６６．

［３４］刘骏，刘峰．财政集权、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证据［Ｊ］．北京：会计研究，２０１４，（１）：２１－２７，９４．

［３５］范子英，张军．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Ｊ］．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０，（１２）：５－１５．

［３６］李戎，张凯强，吕冰洋．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Ｊ］．武汉：经济评论，２０１８，（４）：３－１７，３０．

０７１

胡洪曙，李　捷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与企业税负



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
ＨＵＨｏｎｇｓｈｕ，ＬＩＪｉ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Ｚｈｏ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ｔａｘａｎｄｆｅ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ｈａ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ａｘａｎｄｆｅ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ｓ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ｉｂｅｔ，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ｄ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８ｔ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ｔｅｓｔ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

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ａｘ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ｗｈｉｌｅｆｉｓ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ａｘ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ｉ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ｎｄ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ｅｂ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

ｗｅａｋ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ｌｅｌ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ｅｂ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ａｘ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ｈａ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ｅａｋ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ｓ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ｓａ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ｖｅｎｕｅｈａｓ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ｇｒｅａ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ｅｂｔ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ｈａ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ａｘ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ｆｉｓ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ｎｏｔ

ｈａ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ｖｅｎｕｅｏｎ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ｅｂｔｏｎ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ｓ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ａ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ｉ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ｓ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ｉｓａｌｓｏ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ｄｏｅｓ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ｌｅｖｅｌ．Ｉ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ｆａｉｒ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ｌ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ｅｂ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ｔ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ｉｒｄ，ｉｔ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ｂ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Ｓｉｎｃ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ｒ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ｂｙ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ｂ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ａｘ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ｓ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ｗｉｌｌｈｅｌｐｄｅｓｉｇ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ｓ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

Ｊ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３２，Ｈ６０，Ｈ７０，Ｈ７１

ＤＯＩ：１０１９６１６／ｊ．ｃｎｋｉ．ｂｍｊ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９

（责任编辑：闫　梅）

１７１

２０２２年 第 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