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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稳就业”是“稳经济”和“稳社会”的关键枢纽。为促进就业，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中小企业数量多、涉及面广，在“稳就业”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小企业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就业市场的稳定

性。现今，世界上超过 70%的劳动力岗位都是由中小企业所提供。由此可见，中

小企业在吸收就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

景下，不少中小企业都面临着税负重、融资难等问题，发展环境较为艰难，不利

于其在“稳就业”方面潜力的激发。本文尝试从微观角度探究税收优惠对于中小

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并分行业、分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明晰税收优

惠对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机理，以期对如何从税收优惠角度促进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以更好发挥其“稳就业”作用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为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小企业、就业

吸纳能力和税收优惠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劳动力需

求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对当前中小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现状进行了梳理

并分析，再次选取了 2012～2021年十年间 329家深证 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

数据，以样本企业税收优惠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样本企业年末在职员工的自然对

数作为衡量其自身吸纳就业能力的被解释变量，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中小企

业税收优惠对其就业吸纳能力影响机理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中小企业

税收优惠与其自身吸纳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其就业吸纳能力的发挥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

分行业来看，在服务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均会对其自身吸

纳就业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的这一正向影

响更为显著；分企业所处不同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企业税收优惠均会对其自

身吸纳就业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相比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企业的这一关

系显著性更强。且为了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将解释变量和控制

变量均滞后一期的方法、缩短样本企业年份和更换回归方法的方式再次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同，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最后，对本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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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总结并结合实际情况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税收优惠 就业吸纳能力 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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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ble employment" is a key pivot for "a stable economy" and "a

stable society". To promote employmen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made the important statement of "implementing the

employment priority strategy, strengthening the employment priority

policy,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SM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stabilis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their large number and wide

coverage. The stability of SMEs determines the stability of the job market

to a certain extent. Today, over 70% of the world's workforce is provided

by SMEs. This shows that SMEs play a huge role in absorbing

employment. Howev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many SMEs are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heavy

tax burden and difficulties in financing, making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more difficult,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stimulating their

potential in "stabilising employ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ax incentives on the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of SM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conducts heterogeneous analysis by

industry and region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ax

incentives on the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of SM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argeted policy insights on how to promote the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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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incentives to better

play its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role. In order to provide targeted

policy insights on how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incentives to better play its role in "stabilising

employment".

To this end,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firstly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SMEs,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tax incentives, and theoretically analys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tax incentives for SMEs affect labour demand.

A panel of 329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SZSE

A-share from 2012 to 2021 was selected, with tax incentives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the natural logarithm of the sample companies'

year-end active employees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to measure their

own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a fixed-effects model was use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ax

incentives on SMEs'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Es' tax incentives

and their own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it is significant at the

1% leve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Es' tax incentives ha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ir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Secondly, by industry, tax incentives for SM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own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in both serv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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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service SMEs than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s relationship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enterprises in the west than in the east and central

reg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the regression was conducted again by lagging both the explanatory and

control variables by one period, shortening the year of the sample

enterprises and changing the regression method, and the regression results

we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which verified

the robustness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nally,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summarise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and combine i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ax incentive policy.

Keywords：Tax incentives;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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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就业是关系到人民生活最直接也是最实际的利益问题，它不仅于高质量发展

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转和健康发展来说有重要影响作

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六稳”、“六保”

的决策部署，肩负起稳就业、保就业的重担，深入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相结合战

略，坚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落实和完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有力支持了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但同时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发展

中国家的基本情况决定了解决就业问题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另一方面与

国家经济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就业需求与岗位供给不均衡的矛盾持续加大。在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存在劳动力供求

矛盾问题，加之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正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国内经济

社会发展环境，我国就业形势仍然需要更多关注。因此解决就业难题仅仅依靠市

场的自发调节机制难以实现如期的目标，政府有必要采用相机调控的方式去介入

并进一步解决就业难题。而税收政策是我国调控宏观经济至关重要的措施，具备

调节收入分配、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扩大充分就业等关键职能，对于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助力企业健康发展，保障就业有重要意义。

中小企业数量多、涉及面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稳就业”目

标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小企业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就业市场的稳

定性。现今，世界上超过 70%的劳动力岗位都是由中小企业所提供。由此可见，

中小企业在吸收就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小企业在数

量上占绝对优势，据调查，我国在已突破 1.5亿户的市场经营主体中，中小企业

占比超过全国市场经营主体总数的 95%。从数量规模看，截止到 2021年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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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计企业数量 4842万家，超过 99%的企业数量由中小企业构成。从中小企业

就业吸纳能力上分析，超过 80%的城镇就业岗位由中小企业供给。这表明，作为

社会经济发展细胞，中小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的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组成，其在

一个国家的经济金字塔中占据着最基础的部分。同时，解决就业难题，中小企业

是必不可缺的关键力量。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关乎经济的稳定发展，亦关乎就业

需求与岗位供给不均衡程度。因此需要加大对于中小企业的相关扶持力度，最大

限度发挥其就业吸纳能力，以稳定就业市场，并进一步扩大就业规模。

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国家产业

政策、竞争机会和政府支持政策等方面长期存在的差异性，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

展面临着诸多类似经营压力大、融资困难大、政策扶持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影

响其社会效能的发挥。为此，国家从统筹就业税收角度进行优惠，颁布出台了一

系列释放中小企业经济活力、促其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对当前就业需求与岗

位供给不均衡问题，更好发挥中小企业作为“就业容纳器”的作用，不断增强中

国经济的内生动力、韧性和活力。而多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中小企业的就业

吸纳能力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该问题的探讨研究对于从税收优惠角度促进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以更好发挥其“稳就业”作用提供政策启示有重要意义。

1.1.2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文从微观角度探究税收优惠对于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并分行业、

分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对如何从税收优惠角度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以更

好发挥其“稳就业”作用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有重要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

扩充税收优惠与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相关研究的覆盖面有重要意义。当前大多

数学者对企业就业的研究集中在针对全国企业政策制定等层面，对于从中小企业

视角出发探析税收优惠与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研究面覆盖

度较低。在理论研究中本文从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和供给学派就业理论两种角度

分析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理论依据，全面分析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就

业吸纳能力的作用机理；在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研究中本文选

取 2012～2021年十年间 329家深证 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样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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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样本企业年末在职员工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其自身

吸纳就业能力的被解释变量，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对其就

业吸纳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二）实际意义

本文基于中小企业视角分行业、分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探索税收优惠政

策对其就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机制，对于针对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

其“就业容纳器”作用的发挥有实际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形势面临严峻考验的同

时，就业市场也持续低迷。据调查，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对各类产业的经济发

展造成重重困难，从而导致大量员工失业。通过调查失业率，自 2013年起至 2019

年，城镇失业率总体呈下跌趋势，但 2020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从 3.62%攀升

至 4.24%。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愈发紧迫。而中小企业在创造就

业岗位上占据重要地位，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其现金储备能力弱、面对外在冲击更

为脆弱，对失业率大小的影响更为直接。在当前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发

展压力，亟需一系列释放其经济活力，促其高质量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帮扶。

1.2国内外文献综述

基于本文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本节将分成三个部分阐述税收优惠政策对中

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影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一是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

纳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二是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能力之间关系的研

究；三是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

1.2.1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所得税优惠方面，大多数学者对于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就业吸纳能

力提高这一观点持积极态度，通过多种实证分析法进行了验证。国内学者曹书军、

刘军等（2009）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税收负担与企业

劳动雇佣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实际税率会因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提高而降

低。同时更多学者进一步对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影响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异质性进

行了实证分析，潘凌云和董竹（2021）基于微观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通过双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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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薪酬抵税政策与企业劳动雇佣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抵税

政策与企业劳动雇佣之间是显著正向促进关系，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民营

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较弱、劳动密集度较高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企业

薪酬抵税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劳动雇佣数量增加的作用更为显著，为政府通过实施

税收政策以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启示作用；解洪涛和张建顺（2020）

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带来的就业效应，检验

发现，减税政策对于增加小微企业就业吸纳能力有促进的作用，但从异质性来看，

未来应考虑政策有效性边界；许欣茹(2020)基于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角度实证分

析了企业所得税率降低对于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

降低可以促进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增加，且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显

著性较小，同时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不同成长性的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对劳动雇佣数量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为政府进一步推行减

税政策以缓解就业形势提供了实证检验；许欣茹（2020）以 2008年企业所得税

改革作为研究背景，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与三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

法定税率下降对企业劳动雇佣数量的增加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发现相比国有上

市公司，降税带给劳动力需求的改变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更为显著，并进一步

发现企业融资约束、成长性和规模的不同均不是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税收敏感性

存在差异的原因，因此建议政府可以以税收政策和其他行政手段协调配合的方式

来激励对于国有上市企业提高劳动力需求以应对就业压力。另有学者在验证中加

入了中介效应模型探析税收减免影响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作用路径，林恋青

（2020）通过构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双重差分模型认为企业所得税减免能够刺激

就业，提高企业的劳动雇佣数量，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对于企

业所得税减免没有达到就业激励的效果，没有提高企业的劳动雇佣数量，同时构

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中介机理是企业所得税减免能

够激励企业就业并促进企业劳动雇佣数量增加的重要机制。Harden和 Hoyt（2003）

研究认为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结构于企业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化而言会产生不

利作用。Bojnec S和 Kosi T（2006）研究认为，欧洲的企业承担过度的税收负担

对于其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是反向抑制的，这意味着企业税收负担与失业率有显著

正相关关系，由此能够说明其对于降低企业税负能促进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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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得观点是持是积极的态度的。

但也有部分学者对于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就业吸纳能力提高这一观

点持消极态度，并通过实证分析法进行了验证。薛凤珍（2014）研究发现企业所

得税税收负担的适当提高有助于企业扩大劳动力需求量，低税率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增加有不利影响。Leigh（2018）通过研究认为企业所

得税率低于法定税率 25%的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低于企业所得税率低于法定税

率 25%的企业。Wasylenko 和Mcguire（1985）研究发现公司所得税税率大小与

企业劳动力需求大小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关系。

1.2.2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流转税优惠方面，学者较多基于“营改增”政策实施对劳动雇佣规模的影

响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

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效果显著。成思昭（2020）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发现“营

改增”政策主要通过投资与创新作用于企业劳动雇佣的数量，投资规模越小、研

发投入规模越大“营改增”政策的中介效应越明显；而赵宇（2018）通过构建双

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与企业劳动雇佣需求量之间有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并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发现，“营改增”政策作用企业劳动雇佣

人数的机制主要是替代效应、投资效应。Chung-Jin Shim和 JuneQ Lee（2011）

认为税收抵免政策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就业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销售和设备的积极影响，但杠杆变量与劳动力需求呈负相关。且在

应用税收抵免期间，服务业和非服务业的就业促进对税收抵免的影响存在差异，

与非服务行业相比，服务行业通过工资缩减的税收抵免对就业促进的影响与劳动

力需求的正相关关系更大。

当然也有学者对于“营改增”政策促进劳动雇佣规模增加的观点持相反意见，

袁从帅、刘晔等学者（2015）采取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

分析认为当前“营改增”政策对劳动力雇佣没有实际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工资水

平，因此建议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使整个要素市场充分竞争和自由流动，以促

进改革步伐更快。贾康（2020）认为提高烟草税会减少烟草行业从业人员岗位，

但对一国总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由于消费者非烟草支出的增加，还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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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就业岗位的净增加。Benzarti Y和 Carloni D(2019)针对工人、企业主、消费

者和供应商四个群体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对其就业影响有限。

1.2.3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

除了基于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和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角度分析外，也有学者

对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海涛和向飞丹青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前我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财税政策存在财政资金

的投入不足、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过窄，且偏向于微观层次等问题。肖苏薇（2021）

实证分析了减税降费政策对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在就业数量方面，发现

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和社会保险费率均与劳动雇佣数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进

一步实证分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在就业结构方面，增值税和社会

保障税费与非正式就业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企业所得税对就业质量的促进效

果不明显。王智烜等学者（2020）基于就业结构层面研究分析了减税降费政策对

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其影响机制为扩大正规就业规模和促进非正规就业向

正规就业转变两条路径；并基于 PVAR模型分别研究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对我国非正式就业产生的影响，观察发现

到税收优惠政策的长期实施对于降低我国非正式就业规模有着重要意义，最终起

到进一步推动我国高质量就业形成的作用。刘铠豪和王雪芳（2020）基于世界银

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系统地探究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作用，研究

发现税收负担主要通过影响融资约束、是否进入中间品进口市场和出口行为企业

劳动力需求产生抑制作用，与此同时税负于企业劳动力需求而言地影响作用有着

异质性差异。Rasheed和 Akhtar(2015)通过比较欧盟 28个成员国的失业率，探讨

了失业的影响因素，发现企业税负水平和失业率有着负相关关系，税负越高，失

业率越高，会使得人们更加愿意从事非正规工作而不是去正规公司中承担高额税

负成本。

1.2.4文献评述

聚焦国内外文献,现阶段众多学者对税收与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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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对就业吸纳能力上，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提升企业就业吸纳能力，且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有少部分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就业吸纳能力

之间关系有限。同时，当前研究大多从全国企业视角出发进行分析，从中小企业

角度出发研究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其就业吸纳能力的文献比较鲜见,其中实

证分析更是占少数。另外，由于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的运用等原因，

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对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作用进

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剖析和推导；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中小

企业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我国中小企业税

收优惠政策对其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进行行业和区域的异质性分析，以期为我国

优化我国中小企业中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我国中小企业中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质

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3研究内容及与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财政学、劳动经济学等理论，探究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就业吸纳能

力二者之间的联系，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 绪论 该部分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首先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影

响其就业吸纳能力的相关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是相关国内外文献综

述部分，主要从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流转税税

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吸纳

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方面对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影响的有

关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现有文献在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影

响其就业吸纳能力方面的研究情况，并分析可能存在的研究漏洞之处，确定本文

的研究视角与方向；第三部分对本文所采取的研究内容进行总体概括，并进一步

对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体介绍；最后，在基于总体视角并参考相关研

究文献的前提下，分析总结文章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首先主要介绍了本文谈到的中小企业、就

业吸纳能力以及税收优惠的概念，接着从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和供给学派就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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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个方面对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产生的影响的理论基础进行一

定程度的阐述与分析。

第三章 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现状及分析 本章从流转税税收优惠、所得税

税收优惠和其他税收优惠三个视角在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的基

础上，对当前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问题进行了论述。

第四章 模型构建 该章论述了本文实证分析要验证的三个研究假设，其次是

模型设定以及样本选取和数据处理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做了准备。

第五章 实证研究。主要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建立模型，利用 2012-2021年我

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分析，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

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存货密集度等变量，研究样本企业税收优惠对其就业吸

纳能力的影响是否有促进作用，并对其分别进行行业、地区异质性分析估计，考

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促进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政策建议 本章将综合全

文前五章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与综合归纳，得出本文完整的研究结论，并结合当

前经济形势与财税体系现状提出了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建议。旨在为进一步改进税

收相关政策、提高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提供建议。

1.3.2研究方法

第一，实证分析法。本文借助 stata15.0软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 2012-2021

年深证 A 股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验证了税收优惠政策

对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

第二，文献研究法。本文根据研究内容所需，采取电子文献与纸质资料等多

方式，归纳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并进一步分类分析其主要思路和研究观

点，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其就业吸纳能力的现有文献进行总结，在此基

础上确定文章研究视角与研究方向，并加以参考；除此之外，对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的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有了明确清晰的认识，为本文

研究提供参考。

第三，比较分析法。本文收集 2012-2021年深证 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

据，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与就业数量之间的关系分别比较分析了在不同行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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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对中小企业自身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提出有针对性的税收优

惠政策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

1.4创新与不足

1.4.1创新之处

其一，研究视角创新。大多数文献研究税收优惠对就业的影响时，往往多数

基于全国上市公司税收优惠政策的就业效应。因此，本文基于中小企业的角度研

究其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就业的效应，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等数据从微观企业层

面出发探析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其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

础上分别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东中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的就业效应进

行异质性分析。中小企业对于就业的作用举足轻重，如此可针对性对优化税收优

惠政策以刺激中小企业发展活力，发挥其“就业容纳器”的作用。

其二，研究方法创新。现存的文献当中，更多的是从宏观视角出发对税收优

惠政策的效应进行分析，或者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进行一般性分析。与现有的理论

研究结果相比，相关的实证分析相对缺乏，而在实证分析中，不同的研究者所采

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如系统 GMM等）。文章通过建立固定效用模型研究税收

优惠对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效应，丰富关于此研究主题实证研究方面具

有可参考性的文献储备。

1.4.2不足之处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的中小企业，但考虑到研究数据的易得性，本

文选取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代表，研究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与其就业吸纳能

力的影响机制。一方面为保证实证研究准确性，本文剔除金融类样本企业和 ST、

*ST类样本企业；另一方面，就中小企业本身而言，其具有规模不大、抵御风险

能力相对不强等特性，导致其存续期一般而言比较短，所以本文为了确保样本数

据获得的连续性与研究模型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删除了部分存续期不足 3年的企

业样本。综上所述，本文在确保实证研究准确性和样本数据获得的连续性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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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的稳健性的情况下，难以兼顾研究对象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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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定义于 19世纪末就已出现，当时大型企业在资本主义大工业

体系的发展中占据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就被定义

为中小企业。就其界定而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划分标准，而我国中小企业包括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其划分标准主要由国务院结合行业特点从从业

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进行制定。我国各行业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如表

2.1所示：

表 2.1 我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从业人员（人） 资产总额（万元）

农、林、牧、渔业 50≤X＜20000

工业 300≤X＜40000 20≤Y＜1000

建筑业 300≤X＜80000 300≤X＜80000

批发业 1000≤Y＜40000 5≤Y＜200

零售业 500≤Y＜20000 10≤Y＜300

交通运输业 200≤Y＜30000 20≤Y＜1000

仓储业 100≤Y＜30000 20≤Y＜200

邮政业 100≤Y＜30000 20≤Y＜1000

住宿业 100≤Y＜10000 10≤Y＜300

餐饮业 100≤Y＜10000 10≤Y＜300

信息传输业 100≤Y＜100000 10≤Y＜20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0≤Y＜10000 10≤Y＜3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Y＜200000 2000≤Y＜10000

物业管理 500≤Y＜5000 100≤Y＜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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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1

行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从业人员（人） 资产总额（万元）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Y＜300 100≤Y＜120000

其他行业 10≤Y＜300

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

中小企业同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主体的关键组成主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推

动力，主要是指资本较少、经营规模较小、人员组成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其小

型化、轻量化、快速化、精准化的特点，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促进其数

字化转型等政策为其纾困，即使在数字化经济发展之快的今天，中小企业的成长

速度亦日新月异。中小企业数量占我国企业数量总数的 99%以上，对于提高我国

经济发展速度、拉动经济增长、充足财政收入、保障充分就业与改善民生有重要

意义。国家正是清楚其重要地位，陆陆续续出台一系列扶持其发展的政策，目的

是保障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健康高效发展。而中小企业体量相对较小，这就导

致其在一定程度上会缺少一些必要的资源，与大型企业相比，一方面开发各类商

品的能力不足，因此市场份额占比较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其体量相对较小，

其自身的内部管理支出也相对较小，且中小企业所设部门较少，在协调方面可以

节省不必要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信息传递高效，使企业能够及时准确的做出决策

这对其提高自身竞争力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部分中小企业存在产品与劳务种

类较少、生产水平较低等自身局限性，虽然如此，但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

该部分中小企业在市场占有很大一部分份额，同时根据其所处地区来看，其广度

也足够大、受众群也足够广，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连接较为紧密。因此，该部分

中小企业更能充分基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进行与消费者更高匹配度的创新改革，

受到的限制更小，因此，这部分中小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并与时俱

进。同时，一方面我国中小企业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况，且有较大的劳动密集

度；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创业数量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就

业岗位被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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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就业吸纳能力

就业吸纳能力是指企业提供工作岗位并向达到法定年龄的工人支付劳动报

酬的能力。一直以来，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研究都是学者们探究扩大充分就业课

题时的重要环节，而有关于它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采取的计量方法是根据

以往文献对税收优惠政策对就业吸纳能力研究的指标选取中，基于研究的合理性，

以企业年末在职员工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基于商品市场视角分析，就业指劳动者以其劳动力为一种可销售的商品，在

市场上流动销售，以交换对应的资金的一种行为。按照这个定义，就业行为的建

立必须要符合年龄限制要求、提供行为的报酬和完成期限三个条件。在这当中，

年龄限制要求意味着，进行就业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在合法的劳动年纪之内，在

国家的法律法规下，可就业人员的最小年龄要求是十六周岁，在一些特定的行业

里，则是要达到十八周岁。提供行为的报酬就是要付出劳动能得到的报酬，也就

是工资；完成期限是雇佣者每周工作的长度必须符合某一特定的要求。

2.1.3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指政府为了鼓励特定行为或促进特定经济活动，通过法律、政策

或规定，在税收方面给予相对减免或减少的待遇。税收优惠的目的是通过减少税

负来激励个人、企业或特定产业从事符合政府政策目标的活动，以达到经济、社

会或环境效益的目的。总体而言，税收优惠是一种政府通过减轻纳税人负担来鼓

励特定行为、促进经济发展或满足特定政策目标的手段。这些优惠可能适用于个

人、企业、特定行业、特定地区或特定项目，并可以采取减税、抵扣、免税、延

期征税或分期征税等形式。然而，为了确保税收体系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需要明

确的法律框架、合理的政策设计和透明的执行机制。

税收优惠通常通过以下方式实施：减税，政府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或者免除一

部分应纳税额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抵扣，允许将符合特定条件的支出或投资额

度从应纳税额中减去，以降低实际纳税额；免税，对特定的收入或交易不征税，

使得相关主体完全不需要缴纳相关税款；延期征税，将税款的缴纳时间推迟到将

来的某个时期，以提供资金流动性和经营灵活性；分期征税，将应纳税额分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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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期间征收，减轻一次性缴纳税款的压力。税收优惠的对象可以是个人、企业、

特定行业、特定地区或特定项目。政府通过设立税收优惠，旨在引导资源配置、

促进经济增长、吸引投资、扶持新兴产业、鼓励创新、保护环境、改善社会福利

等目标。然而，税收优惠也可能存在滥用、失衡或者财政收入减少等问题，因此

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和监管机制来确保其有效性和公平性。

2.2理论基础

2.2.1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

就凯恩斯的观点来说，根据“萨伊法则”，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只有在一

些特殊情况下才能实现完全就业的平衡，而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实现。完全就业

是一种只使某些人力资本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人力资本的使用率并未达

100%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自愿性失业”已不存在，但仍存在着“摩擦失

业”与“自愿失业”两种不同的失业形式，这是一种完全就业的社会状况。非自

愿性失业是因为市场的实际需求相对较小，或者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比较缓慢，导

致了公司不得不降低生产以及降低工人的费用，而造成的一种下岗现象。这个具

体的就业数量是根据总体的供需情况来确定的。在一般的条件下，完全就业的状

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社会的有效需求并不足够，因此，在一个经济的社会中，

由总的供需关系所确定的最大就业数量，经常比完全就业时的最大数量要小。要

想真正达到充分就业，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消除“非自愿失业”来扩大就业，而扩

大就业又离不开有效需求的扩大。这是因为充分就业如果仅仅通过对经济的自由

调节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在完全的均衡状态下，自由经济运行所达到的就业相比

充分的平衡要更小一些。而这是基于，当经济环境处于自由市场竞争的情况之下，

存在于大家潜意识中的各类基本心理规律有可能会对市场缺乏有效的需求产生

推动作用。因此，要想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市场的有效需求，

这就需要依靠政府的角色，政府相关部门间需要进行合作，通过实施各种财税措

施，以弱化经济波动对市场所造成的冲击，最终以确保市场存有相对充分的有效

需求。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在市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就业的情况下，那么社会的

生产力肯定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开发，从而导致了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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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时候，不管社会的总体需求有多大，市场都可以通过社会的劳动产出来满

足社会的需求，因此，按照凯恩斯的观点，社会的总需求，将会影响到社会的整

体的就业率。由于总需求决定了就业总量的确定，则就业总量的分析重点转向总

需求的分析。在凯恩斯关于“总产需平衡”的理论框架下，居民的消费与投资共

同组成了整个社会的总需量。通过消费函数曲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随着

国家的发展，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其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比较慢，因此，根

据其边缘消费趋向的变化，人们的平均消费趋向是逐渐下降的。因此，如果把国

家的收入固定在一定的数值上，那么，在这个数值上，市场的消费量是被平均消

费趋势所确定的。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同时，由于资金

的投入与资金的边际效益、利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投资行为的发生。金

融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流动性选择与金融机构发行的资金总量结合起来，将会导致

金融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流出，进而对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对

金钱的需求上，由于流动偏好的出现，使得人们将金钱视为具有最大流动性的财

产，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流动性偏好比较高，那么他对金钱的需求量就会比较大。

从供应角度看，大部分时候，货币供应量及其大小由政府来决定。根据凯恩斯的

理论，政府可以通过调节资金供应量来调节利率，从而达到对利率水平的有效控

制。在一个市场中，利率的高低变化有可能作用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其投资

倾向带来直接性或者间接性的影响。假如一个人在他的判定中，他的资本边际效

能除以利息后，将会趋于或超过零，那么他就会选择对其进行投资。反之，他就

会抛弃他的投资，而是会采取更加安全可靠的盈利方法。在消费水平不变的条件

下，投资水平也会作用与国民收入要素，对其大小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在此

基础上决定市场对于就业的总需求水平。因此其认为，政府可以使用国家的经济

增长作为一个中介的转换性因素，适当地调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是通过“有效的需求”来获得

的，这既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整，又依赖于“国家”的积极介入。税收是一

种可以被政府利用的调节经济的手段，它可以适当调整纳税人所承受的税收负担

大小，让纳税主体于市场当中所享有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较少被经济波动大小所干

涉，从而保证了市场中正常的有效需求，从总体上保证了居民的收入能够稳步提

高，进而能够保持经济的发展上行势头。用与之相配合的手段，来配合执行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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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税收政策，从激励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对经济展开全

方位的有效的介入，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稳定发展，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

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

2.2.2供给学派就业理论

供给学派的基本命题是供给决定需求，并重新定义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

“滞涨”现象。其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看法并不一致，同时在基于古典

劳动供给曲线分析下认为由于供应短缺而造成了就业问题，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必

须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改善与进步，而劳动力市场的改善与进步需要基于政府一

定程度上的干预。供给学派主张，要促进充分就业，必须以有效地促进供给，而

供给的变化又会对居民的收入变化产生影响，进而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变化产生作

用。因此，供应理论认为应该遵循“萨伊定律”，即市场上的供应可以产生自己

的需求，市场会自动运转，将所有的商品都消化掉，再加上利率的影响，将所有

的存款都转化成了投资，这样就没有了通胀，也没有了失业率。因此，政府对供

应进行管理，以促进储蓄，进而将其转化为投资，促进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从

而实现了一个没有通胀的充分就业的均衡。

供给学派将市场经济的产成品的供给划分为三种要素，市场物品、居民户商

品和居民闲暇。在税制体系下，市场主体符合条件的经济活动被要求向政府纳税，

而居民户则不被作此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抬高向纳税主体征税的税率，

那么劳动资源将倾向于朝着居民户流动或享受闲暇；与此相对的是，如果压低向

纳税主体征税的税率，那么工资率的提升将会导致居民户有更强的工作积极性，

倾向于给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从而使劳动生产效率更高。除此之外，

供给学派还认为，经过诸项费用扣除后企业所获得的报酬净额是市场经济主体在

经济决策过程中决定性的考虑要素，因此政府在发布实施相关政策措施时，能够

影响诸项费用扣除后企业所获得的报酬净额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刺激市场经济

主体经济活力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诸项费用扣除后企业所获得的报酬净

额左右着市场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程度，同时该学派主张，高税率可能会造

成劳动力在工作时的积极性不够高，进而造成劳动生产效率的降低，诸项费用扣

除后企业所获得的报酬净额的减少，导致投资活动的萎靡，最终造成失业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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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重。一般来讲，当工资税率过高，企业雇佣劳动力承担的税负过重，劳动

成本加重，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闲暇，降低生产，进而会使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因

此供给学派主张政府应该采取适当干预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以使市场生产效

率更高，进而提升劳动力市场供应效率。因为税收减免能刺激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让工人不愿用别的东西代替劳动，而是积极地提高劳动力的供应，这样就能提高

工人的工资水平，加快存款的增长速度，最终促进更高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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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现状分析

3.1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税收优惠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通常反映国家制定政策期望达到的激励效果，如针对高新技术企业或促进就业的

税收优惠，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或促进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等。税收优惠政策是以

课税为基础的税收政策，以法律法规的手段，将国家向纳税主体征收的税收收入

与其他方式获得的非税收入的一些部分转向其作用对象，并对满足特定要求的纳

税主体进行减税，目的是为了减少或者免除其税负。国家通过一系列税收优惠政

策的实施可以达到政府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调节经济、稳就业等目的，

其在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改善整个社会的福祉、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起着

关键作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提高其盈利水

平，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有更强的生存力；另一方面可以达到政府宏观调控的目

标，因为对于趋利性的企业主而言，往往会为规避税收负担、少缴税款而使其满

足享受优惠政策的规定条件，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如此其经济行为便会按着政

府税收优惠政策导向进行。

根据统计报告显示，2021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约 1.1 万亿元，2022年来截

至 11月 10 日，全国税务系统总共受理并办理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3.7万亿元。从增值税留抵退税看，小微企业是受益主体。已获得留抵退税的纳

税人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 93.1%，共享受退税 9178 亿元，金额占比 39.7%；

中型企业退税 5104亿元，大型企业退税 8815亿元，金额占比分别为 22.1%、38.2%。

2013年至 2022 年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超 13万亿元。优惠力度

大且效果明显。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就业压力，扩大充分

就业，保障民生有重要意义。我国主要税收优惠政策类别多样的同时减免力度也

多样。而且从近年来持续出台得税收优惠政策中能够看出，政府一直在逐步增强

税收优惠激励政策力度，全力支持发展中小企业，并且鼓励创业代替就业。按不

同的标准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有不同的实施方式，就当前我国税收制度来看，几乎

涵盖所有税种，形式也较为丰富。涵盖免税、减税、加计扣除、直接减征免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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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的优惠方式。

3.1.1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国家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加大对中小企业增

值税的优惠力度，本文从减免税费负担、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和重点群体创业三个

方面进行了梳理。具体政策如表 3.1所示:

表 3.1 中小企业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税收政策 具体政策 政策依据

减免

税费

负担

1.小规模纳税

人免征增值税

政策

自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财税（2023年第 1号）

国家税务总局（2023年第

1号）

2.小微企业增

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

加大小微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政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

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

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

存量留抵税额。

财税（2022年第 14号）；

财税（2022年第 17号）；

国家税务总局（2022年第

4号）

3.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

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万元

（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

度销售额未超过 45万元）的，免征

增值税。

财税（2021年第 11号）；

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第

5号）

4.小规模纳税

人减征增值税

政策

自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

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

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

缴增值税。

财税（2023年第 1号）；

国家税务总局（2023年第

1号）

5.制造业中小

微企业延缓缴

纳部分税费

在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后，制造业中

型企业可以延缓缴纳规定各项税费

金额的 50%，制造业小微企业可以

延缓缴纳规定全部税费，延缓的期

限为 3个月。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
2 号公告发布后，2021 年第四季度

相关税费缓缴期限继续延长 6个月。

财税（2021年第 30号）；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2021年第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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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税收政策 具体政策 政策依据

推

动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6.金融机构向小微

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

2017年 12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

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财税〔2017〕77 号第一

条、第三条；财税〔2018〕
91号；财税（2020年第

2号）第五条；财税（2020
年第 22号）；财税（2021
年第 6号）第一条；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号

7.金融机构向农户

小额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

自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1月
30 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

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自 2017年 12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对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小额

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财税〔2017〕77 号第一

条、第三条；财税〔2017〕
44 号第一条、第四条；

财税（2021 年第 6 号）

第一条

8.小额贷款公司农

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对经省级金

融管理部门（金融办、局等）批准成

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财税〔2017〕48 号第一

条、第四条；财税（2020
年第 22号）

9.为农户及小型微

型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及再担保业

务免征增值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纳税人为农

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借款、发行债券提供融资担保取得

的担保费收入，以及为原担保提供再

担保取得的再担保费收入，免征增值

税。

财税〔2017〕90 号第六

条；财税（2020年第 22
号 ）； 工 信 部 联 企 业

〔2011〕300号

10.农牧保险及相

关技术培训业务

项目免征增值税

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

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以及为使农民

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务

的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财税〔2016〕36 号）

附件 3《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 试点过渡政策的规

定》第一条第（十）项

重

点

群

体

创

业

11.军队转业干部

创业免征增值税

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自领

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其提供的应税

服务 3年内免征增值税。

（财税〔2016〕36 号）

附件 3《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四十）项

12.残疾人创业免

征增值税

残疾人个人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为社会提供的应税服务，免征增

值税。

（财税〔2016〕36 号）

附件 3《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六）项；（财

税〔2016〕52 号）第八

条

13.安置残疾人就

业的单位和个体

工商户增值税即

征即退

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实行由税务机关按纳税人安置残疾

人的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

财税〔2016〕52 号；国

家税务总局（2016 年第

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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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减税政策文件整理所得。

从表 3.1可以看出，国家针对中小企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加大其增值税的

优惠力度，主要通过加大期末留抵退税力度、符合条件企业免征增值税、阶段性

免征增值税、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方式减免中小企业税费负担；通过金融机构向其

提供的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为农户及小型微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及再

担保业务免征增值税、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项目免征增值税方式，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充足其日常经营资金稳定发展，为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潜

力的发挥增添动能。另一方面，针对重点群体创业实施免征增值税和增值税即征

即退，是对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发挥起到直接促进作用。

3.1.2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本文从减免税费负担和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

收优惠政策进行梳理，具体政策如表 3.2所示：

表 3.2 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税收政策 具体政策 政策依据

减

免

税

费

负

担

1. 小 微

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

策

2022年 1月 1日—2024年 12月 31日，对小型微利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
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财税（2022 年

第 13号）

2. 从 事

污染防治

的第三方

企业

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2月 31日。

财税 国家发展

改革委 生态环

境部公告（2019
年第 60号）；

财税（2022 年

第 4号）

3.科技型

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

企业所得

税 100%
加计扣除

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

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

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再按照实

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财税 科技部公

告（2022 年第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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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税收政策 具体政策 政策依据

减

免

税

费

负

担

4.广宣费

支出税前

扣除

2021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对化妆品制

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

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

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

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对签订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费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其中一方发生

的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税前扣除限额比例

内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可以在本企业扣除，

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按照分摊协议归集至另

一方扣除。另一方在计算本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

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限额时，可将按照上述

办法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计算在

内。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

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财税（2020 年

第 43号）

5.个体工

商户应纳

税所得不

超 过 100
万元部分

个人所得

税减半征

收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体工

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

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税（2022 年

第 12号）；国家

税务总局（2021
年第 8号）

6.小型微

利企业减

免企业所

得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

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

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

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财税（2021 年

第 12号）；国家

税务总局（2021
年第 8号）；

财税（2022 年

第 13号）；国家

税务总局（2022
年第 5号）

7.中小微

企业设备

器具所得

税按一定

比例一次

性扣除

中小微企业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在 500万元

以上的，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例自愿选择在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

财税（2022 年

第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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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税收政策 具体政策 政策依据

推

动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8.保险公司为种植业、

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

取得的保费收入减计

企业所得税收入

2023年 12月 31日前，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

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财税〔2017〕
44号）第三条、

第四条、第五

条；财税（2020
年第 22号）

9.小额贷款公司农户

小额贷款利息收入企

业所得税减计收入

2023年 12月 31日前，对经省级金融管理部门

（金融办、局等）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取

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财税〔2017〕
48号第二条、

第四条；财税

（2020年第22
号）

10.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2023年 12月 31日前，对经省级金融管理部门

（金融办、局等）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按

年末贷款余额的 1%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准

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财税〔2017〕
48号第三条；

财税（2020年
第 22号）

11.金融机构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入企业所

得税减计收入

2023年 12月 31日前，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

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财税〔2017〕
44号第二条、

第四条、第五

条；财税（2020
年第 22号）

12.金融企业涉农和中

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

金税前扣除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金融企业根据《贷款

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对其

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

照以下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关注类贷款，计提比

例为 2%；次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5%；可

疑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50%；损失类贷款，计

提比例为 100%。

财税（2019年
第 85号；财税

（2021 年第 6
号）第四条

13.中小企业融资（信

用）担保机构有关准

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对于符合条件的中小

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提取的符合条件的

准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财税〔2017〕
22 号 ； 财 税

（2021 年第 6
号）第四条

14.金融机构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入企业所

得税减计收入

2023年 12月 31日前，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

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财税〔2017〕
44号第二条、

第四条、第五

条；财税（2020
年第 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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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税收政策 具体政策 政策依据

推

动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15.金融企业涉

农和中小企业

贷款损失准备

金税前扣除

自 2019年 1月 1日起，金融企业根据《贷

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

对其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

分类后，按照以下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准

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关注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次级类贷

款，计提比例为 25%；可疑类贷款，计提

比例为 50%；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100%。

财税（2019年第

85 号 ； 财 税

（ 2021 年第 6
号）第四条

16.金融企业涉

农和中小企业

贷款损失税前

扣除

金融企业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逾期 1
年以上，经追索无法收回，应依据涉农贷

款、中小企业贷款分类证明，按相关规定

计算确认贷款损失进行税前扣除。

财税〔2009〕57
号；国家税务总

局（2015 年第

25号）；国家税

务总局（ 2011
年第 25号）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减税政策文件整理所得。

从表 3.2可以看出，国家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等方式，更加直

接地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其税后利润，有效地促进其吸就业吸纳能力；

同时对于金融企业为其提供的贷款服务实施减免政策，解决其资金问题，增强中

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以此提高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从而使中小企业有能力吸纳更多劳动力。

3.1.3其他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本文从减免税费负担、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和重点群体创业三个方面对中小企

业除流转税税收优惠和所得税税收优惠外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具体

政策如表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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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中小企业其他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税收政策 具体政策 政策依据

减

免

税

费

负

担

1.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个

体工商户、小

型微利企业减

征地方“六税

两费”

自 2022年 1 月 1 日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

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小型微利企

业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

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财税（2022 年第 10
号）

2.账簿印花税

减免

自 2018年 5月 1日起，对按万分之五税率贴

花的资金账簿减半征收印花税，对按件贴花

五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财税〔2018〕50
号）

3.个体工商户

阶段性缓缴企

业社会保险费

政策

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

运输企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财税（人社部发

〔2022〕23号）；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

厅（人社厅发〔2022〕
16号）

4.符合条件的

企业暂免征收

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

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在职职工人在 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

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财政部（2019 年第 98
号）

5.符合条件的

缴纳义务人免

征有关政府性

基金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 10万元，以及

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30 万元

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水利建设基金。

财税〔2016〕12 号

6.符合条件的

企业减征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

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 1%（含）以上，

但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50%
缴纳残保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

例在 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
缴纳残保金。

财政部（2019 年第 98
号）

7.符合条件的

缴纳义务人减

征文化事业建

设费

对归属中央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

缴纳义务人应缴费额的 50%减征；对归属

地方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各省（区、

市）财政、党委宣传部门可以结合当地经

济发展水平、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等因

素，在应缴费额 50%的幅度内减征。

财税〔2019〕46号

8.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文

化事业建设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按季纳税 6万元）的企业和非企业

性单位提供的应税服务，免征文化事业建

设费。

财税〔2016〕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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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税收政策 具体政策 政策依据

推动普

惠金融

发展

9.金融机构与小型

微型企业签订借款

合同免征印花税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财税〔2017〕77 号第

二条、第三条；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
号；财税（2021年第

6号）第一条

重点群

体创业

税收优

惠

10.重点群体创业

税费扣减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符合条件从事个体经营的，自

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12000元为

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

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财税〔2019〕22号）

第一条、第五条；财

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乡

村振兴局公告（2021
年第 18 号）；财税

（2021年第 27号）

11.退役士兵创业

税费扣减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

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

起，在 3年（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12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

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

（ 财 税 〔 2019〕 21
号）；财税（2022 年

第 4 号）

12.自主择业的军

队转业干部免征个

人所得税

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从事个体

经营，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
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税〔2003〕26 号）

第一条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减税政策文件整理所得。

从表 3.3可以看出，除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

业还可以享受更多优惠政策，主要有印花税减免、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减征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减征地方“六税两费”等政策，其对

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激发其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发挥其提供就业岗位，

也都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激励效果。

3.2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现存问题分析

由于我国税制改革时间不长，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缺乏符合我国实际情

况的实践经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一些税收政策还不够完善。虽然

实施的鼓励就业政策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由于我国就业市场问题多样、复杂，

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会使中小企业在市场

的竞争氛围并不良好。具体不足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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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部分政策受益对象狭窄，影响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大都是在满足规定条件的基础上才能享受，包括特定企业、

特定业务范围等条件，导致一些新办不久、能够安置更多劳动力就业的企业，难

以享受，这与政策制定初衷在某种程度上相背离。此外，当前财税政策只规定了

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关优惠政策，对于安置其他类型的未就业者，目前还

没有具体规定。除此之外，据调查，中小企业就业员工中，技能型人才占比较小，

在技能型人才中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工人更是寥寥无几，缺乏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对

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有害而无益。但基于中小企业自身特点来说，高水平技能型

人才招聘难度相对不小，因此可以考虑在中小企业现有职工中进行职业培训教育，

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当前税收优惠政策中缺乏促进中小企业

针对职工进行职业教育的相关规定。如果适当对此加以优惠，这在某种程度上能

促进中小企业加速发展，吸纳更多如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工作经验、专业技能薄

弱的大多数弱势就业群体，进一步起到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

3.2.2优惠政策力度有限，中小企业政策获得感低

施加同等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业的获得感并没有大型企业强烈，主

要与其自身财务管理水平较低有关，由于业务量相对较小，大多中小企业没有专

门的人员及时了解更新适合其自身的最新税收优惠政策，某种程度上对其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是一种阻碍，不能及时充分享受国家给与的政策红利，达到促进自身

发展能力的目的。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融资能力较低，资金链和抵抗风险能力不

强，对于一些人为因素或自然因素导致的损失，弥补能力不足，难以及时快速的

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实施的针对性税收优惠政策

力度较小或相对薄弱，且在执行时较为严格，那原本及时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促

进其发挥吸纳就业作用等政策效果可能会并不明显。

3.2.3当前的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增长方面缺乏长效机制

目前税收优惠针对缓解就业压力的形式主要有直接促进就业的单一直接形

式和分散于个各税种对促进就业有潜在效果的间接形式，但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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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对于长时间缓解就业压力效果不强。同时，如兼职和临

时就业等新的就业形式，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中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且税收优惠

大多以项目为基础优惠，尚未建立系统的税收优惠制度体系，未形成有效减轻中

小企业税收负担的长期有效机制。分税制财政体制亟需进一步完善，划分清各级

政府权责体系，使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能够维持其所需支出，并保持其长效可持续

性。除此之外，大多政策是为解决某一时期特定就业问题所发布，只能解决短期

内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影响就业的根本问题。因此，为形成长效解决就业问题，

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必须在注重短期利益的同时兼顾好解决长期就业问题，形成

长效机制税收优惠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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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型构建

4.1作用机理与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企业是劳动力的主要消费者，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并不是由其主

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市场对其自身提供产品及劳务的需求量，税收优惠政

策影响作为衍生需求的劳动力需求的方式就是通过影响市场对商品和服务需求。

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费用之一就是税收，缴纳税收的多少会直接对企业收益产生

影响，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其自身发展，表现之一

就是促进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留存收益的增加便于其进一步拓展生产经营范

围及其规模，生产经营范围及规模的扩大必然基于更多的劳动力配置，在某种程

度上增加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相反，税收优惠政策力度降低，则会缩小企业就业

吸纳能力。而基于中小企业而言，其规模相对较小、营业收入与企业利润相对不

大，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其增加就业吸纳能力的效应明显度更强。除此之外，企

业生产经营必备的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因此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须看二者相对

价格的大小，而税收会影响资本的投入，进而影响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促使

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主在二者中选择成本更小的要素。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加大税

收优惠力度会提高资本相对价格，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相反，减轻税收优惠力

度会降低劳动相对价格，降低其就业吸纳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程度对其就业吸纳能力有促进作用。

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影响，也相当程度上与产业结构有关。

根据奥肯定律认为，经济每增长两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会下降一个百分点。但是

就我国而言，该定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得到较好的表现，适用于发达国

际的规律似乎并不适用于我国的新兴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在经济增长中，

产业结构不同决定了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不同，同时决定了劳动力的不同分

配，进而影响了就业结构的不同，因此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可

以给出答案。根据樊秀峰（2012）等人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制造业，服务业存在

大量的隐形失业现象
①
，因此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除此之外我国制造业吸

① 是指员工被减少薪水、无薪休假、缩减工时、削减福利等弹性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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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就业能力正在逐渐减弱，并向服务业转移。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

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交通体系也日趋完备，工人们在全国的

就业岗位之间流动也更为频繁，而持续转型升级的产业变化使当前就业结构产生

巨大的变化。从城市和农村的就业结构来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变快，使我国的

劳动力供给持续流向城镇，进而扩大了城镇就业规模；与此相对应的是，从产业

结构来看，制造业的就业率不断降低，劳动力供给持续流向服务业，进而扩大了

服务业领域的就业规模，而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逐年上升，于就业市场的保

护和再平衡而言有着积极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税收优惠对于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促进

作用更强。

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会因为企业所处地区不同而对吸纳就业能力的影响力不

同。不同地区地理因素差异较大，同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产业分布差异也相对较

大，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也不例外。因此不同地理位置条件下

税收优惠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作用也是探究两者异质性关系的重要方面。西

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且受其自身地理情况限制，为此国家出台一系列帮

扶倾斜政策，保障其稳定健康有秩序的高质量发展，同样的税收优惠下，这些地

区中小企业有着相对宽泛增长潜力的就业吸纳能力。另一方面，如我国西部地区

由于相对落后的发展进程，因此其社会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大，这就导致

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愈发困苦，在这一背景下，税收优惠政策制定

需要对其加以考虑，以匹配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对其较高的依赖度，进而提升西部

地区中小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然而如果社会需求不大，中小企业的发展规模的

进一步扩大也许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限制影响。所以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促进地

区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与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进一步扩大两者孰大。因

此，将样本企业分为东、中、西部地区样本组进行分组检验。基于此提出假设 3。

假设 3：西部地区企业税收优惠对于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促进作用强于

东中部地区。

4.2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 F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确定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形式，其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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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均为 0.0000。故此，本文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并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小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其就业吸纳能力影响机制进行分析。通过个体固定效应回归

模型来检验上述假设。模型设计如下：

�������,� = � + �����,� + ���.� + �� + ��,� (4.1)

上述模型中，β表示常数项，α表示解释变量企业税收优惠（���）的系数，

γ表示各控制变量的系数，�表示个体研究样本公司，t表示年份，��表示控制个

体之间的差异且不随时间改变的影响因素，��.�表示残差项。�������,�表示�企业

在 t年吸纳就业人数值，����,�表示�企业在 t年税收优惠的程度，X表示相关控制

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D-A）、资本

密集度（Capint）、存货密集度（Invent）。

4.3变量选取

4.3.1被解释变量

在以往文献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就业吸纳能力研究的指标选取中，冯海波

（2020）、肖苏薇（2021）等学者选取各企业年末企业雇佣人数的对数进行衡量。

基于此，本文考虑到中小企业的自身特点，将被解释变量采用静态指标企业年末

在职员工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4.3.2解释变量

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涉及面广泛，优惠政策涉及许多不同的税种，为全面考

量企业的税收优惠程度，解释变量的衡量具体参照柳光强(2016)的研究结果，选

择收到的税费返还金额来测度企业税收优惠，优惠金额直接反映了企业获得税收

优惠的水平；同样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对该指标取对数值。

4.3.3控制变量

在确定好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后，本文参考肖苏薇（2021）、雷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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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恋青（2020）、吴帆（2020）、鲁钊阳（2023）等学者的研究选取控制变量，以

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为：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

债率（D-A）、资本密集度（Capint）、存货密集度（Invent）等指标。

企业规模是用样本企业年报中年末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

模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劳动力需求大小和工作岗位的数量大小。如果企业规模低

于某一数值，那么企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数量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规模高于某一数值，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将减少，需要的劳

动投入也将减少；企业年龄是用迄今为止的年限来衡量的，劳动力的需求水平随

企业的发展阶段而变化，因此，企业年龄毋庸置疑也是影响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

重要因素之一；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财务杠杆的重要指标，是用样本企业年报中

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率来衡量的，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较高

的企业投入，企业进一步劳动力需求也会增加，这对企业的就业吸收能力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资本密集度是用企业年报中固定资产净值与资产总额的比率来衡量

的，基于资本的劳动替代效应来说，资本密集度数值越大，可能会对中小企业的

就业吸收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而存货密集度是用企业存货金额的自然

对数来衡量的，预计会对中小企业的就业吸收能力产生积极的作用。

表 4.1 变量选取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就业人数 Employ 上市公司年报中年末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税收优惠 Tax 采取企业税费返还金额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年末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Age 采用“当年－企业成立年+1”来衡量

资产负债率 D-A 采用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资本密集度 Capint 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衡量

存货密集度 Invent 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年末公司存货总数的自然对数

4.4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基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时间考虑，本文采用 2012 年~2021年十年间深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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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来研究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其就业吸纳能力的

冲击，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地方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与此同时为避免数据异常值带来的影响，本文对

样本数据作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的样本企业。这是基于金融类企业和其

他类型的中小企业在资产负债结构、财务状况、财务报表披露等方面有着制度上

的差异性的考虑；（2）剔除 ST、*ST的样本企业和当年新上市或当年退市的样

本企业。在此筛选后，我们最终得到 329家样本企业。同时，我们对模型中的连

续变量采用 1%水平的缩尾，以减轻异常值的影响导致得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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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证分析

5.1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分析企业税收优惠对自身就业吸纳能力的具体影响之前，本文先对主要变

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5.1所示：

表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N Mean Sd Min Max

Employ 3,290 7.847 0.951 5.106 12.57

Tax 3,290 16.87 1.817 7.879 22.71

Size 3,290 22.10 0.983 19.14 26.54

Age 3,290 19.75 6.493 6 67

D-A 3,290 0.392 0.185 0.00797 2.681

Capint 3,290 0.215 0.124 0.00262 0.689

Invent 3,290 19.89 1.173 11.18 24.58

从被解释变量来看，样本公司的年末职工人数（Employ）的对数值平均约为

7.847人，各个企业之间就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差距比较大，最大值为 12.57，最

小值为 5.106，标准差为 0.951。

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样本企业整体的税收优惠（Tax）平均程度在 16.87

左右，样本企业整体税收优惠程度的标准差为 1.817，这表明不同样本企业实际

税收优惠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企业税收优惠程度最大达到 22.71，而最小值

为 7.879，该可见不同样本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控制变量方面，各个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即企业规模（Size）的均

值约为 22.10，最大值为 26.54，最小值为 19.14，标准差为 0.983，说明样本企业

在其他指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企业年龄（Age）来看，均值为 19.75，标准差

为 6.493，最大值为 67，最小值为 6；除此之外，从资产负债率（D-A）来看，

均值为 0.392，标准差为 0.185，最大值为 2.681，最小值为 0.00797；从资本密集

度（Capint）来看，均值为 0.215，标准差为 0.124，最大值为 0.689，最小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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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2；从存货密集度（Invent）来看，均值为 19.89，标准差为 1.173，最大值

为 24.58，最小值为 11.18；总体来说，数据符合标准。

5.2相关性分析结果与方差膨胀因子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表 5.2显示了上述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

（VIF）。从表中可以看出：（1）企业税收优惠政策（Tax）与企业年末员工人数

（Employ）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507（P<0.01），初步说明本文研究

得被解释变量企业年末员工人数与解释变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线

性正相关关系，但还得在回归分析后来证实。(2)其他主要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

相关性关系，变异系数扩展结果在 1.02-2.76之间，均小于 5，意味着本文研究数

据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证明本文所选变量的有效性。

进一步而言，大多数变量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相关性。在控制变量中，企

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D-A）、资本密集度（Capint）、

存货密集度（Invent）都与企业就业人数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各变量数值越大，

表现出的企业就业人口数值就越高。

表 5.2 变量相关系数与方差膨胀因子

变量 Employ Tax Size Age D-A Capint Invent

Employ 1

Tax 0.507*** 1

Size 0.738*** 0.463*** 1

Age 0.075*** 0.094*** 0.141*** 1

D-A 0.369*** 0.226*** 0.436*** 0.100*** 1

Capint 0.055*** 0.0190 -0.047*** -0.0260 0.112*** 1

Invent 0.655*** 0.406*** 0.774*** 0.104*** 0.449*** -0.033* 1

VIF 1.29 2.76 1.02 1.32 1.03 2.61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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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基准模型回归

根据 F检验和 Hausman检验结果ｐ均为 0.0000。所以，本文排除了内生性

问题，并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回归。运用 stata15.0运行数据，

回归结果如表 5.3所示。

表 5.3中的回归方程（6）是对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的结

果。首先，企业税收优惠（Tax）是本文分析过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企业税收

优惠程度越大，表明企业承担的税收负担越轻，企业经营情况越好，进而对劳动

力的需求量越大。就结果而言，企业税收优惠的系数为 0.033，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表明在本文的研究条件下，企业税收优惠与其就业吸纳能力呈正相关，

企业税收优惠程度每提升 1%，该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Employ）就会提升 0.033%。

因而，假设 1得到验证。

表 5.3呈现的估计结果中，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值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样本中小企业的雇员数量和企业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这可能是由于规模越大的中小企业越可以吸引并吸纳数量越丰富的劳动力，而且

大规模企业通常能够给予企业雇员相对比较高水平的福利待遇来稳定其劳动力。

与此同时，资本密集度(Capint)的系数值在 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样本

中小企业的雇员数量和资本密集度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资本密集度越大

的中小企业，其承担的经营风险可能也越大，同时，资本成本也越高，在此条件

下，企业也越有条件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越可以吸引并吸纳数量越丰富的劳

动力；存货密集度(Invent) 的系数值在 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样本中

小企业的雇员数量和存货密集度呈正相关关系，存货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其就业

吸纳能力也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存货密集度越大的企业，存货管理

水平越低，因此，需要更多雇员以提升其存货管理水平；相反，企业年龄（Age）

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值，这表明企业年龄(Age)较高的企业，其就业

吸纳能力表现出较低的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年龄越大，说明企业生产经营水

平基本稳定，进而基础劳动力需求已经趋于稳定，短时间并不会对劳动力有过多

的需要。结果均符合预期。相比之下，控制变量企业资产负债率（D-A）的回归

系数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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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样本基准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Employ Employ Employ Employ Employ Employ

Tax 0.170*** 0.039*** 0.044*** 0.042*** 0.038*** 0.033***

(25.81) (7.42) (8.46) (8.20) (7.52) (6.61)

Size 0.539*** 0.654*** 0.647*** 0.682*** 0.581***

(53.58) (49.06) (48.20) (50.99) (37.76)

Age -0.030*** -0.030*** -0.030*** -0.031***

(-12.72) (-13.06) (-13.27) (-14.12)

D-A 0.184*** 0.136*** 0.042

(3.87) (2.92) (0.92)

Capint 0.916*** 0.901***

(12.54) (12.64)

Invent 0.144***

(12.30)

_cons 4.977*** -4.719*** -6.749*** -6.626*** -7.514*** -7.997***

(44.68) (-23.88) (-27.00) (-26.35) (-29.46) (-31.75)

N 3288 3288 3288 3288 3288 3288

R-squared 0.184 0.586 0.607 0.609 0.629 0.647

企业数量 329 329 329 329 329 329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

5.4异质性检验结果

由于本文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完善促进就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所以本文基

于旨在为改善促进就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实证分析，通过异质性分析，从

不同角度出发，研究探析企业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样本中小企业所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对其年末就业人数影响表现出来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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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行业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假设 2，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回归检验分析。回

归结果如表 5.4所示，第（1）（2）列分别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回归结果。就制造

业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税收优惠（Tax）系数为正，表明企业税收优惠程度越

高对自身吸纳就业能力（Employ）产生正向影响，且在 1%显著水平上显著，说

明制造业样本中小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其就业吸纳能力也有促进作用。

就制造业样本中小企业回归结果中的控制变量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企业年末就

业人数的影响基本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就服务业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税收优

惠（Tax）系数为正，表明企业税收优惠程度越高对自身吸纳就业能力（Employ）

产生正向影响，且在 1%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服务业样本中小企业所享受的税

收优惠政策对其就业吸纳能力也有促进作用。就服务业样本中小企业回归结果中

的控制变量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企业年末就业人数的影响基本与基准回归结果

一致。而就制造业和服务业回归结果的系数来看，税收优惠对其就业吸纳能力的

影响系数分别为 0.026和 0.069，由此可见，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税收优惠

对于其吸纳就业能力的正向影响会更加明显。至此假设 2得到验证。

我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资本的不断发展，使劳动生产率不断发展，

在第一、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的同时，社会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

对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也会增加，最终我国的劳动力将主要转移到服务业，进而

使其变成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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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分行业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1) (2)

制造业 服务业

Tax 0.026*** 0.069***

(5.08) (4.39)

Size 0.498*** 0.669***

(26.55) (17.36)

Age -0.029*** -0.033***

(-13.23) (-3.74)

DA 0.064 -0.013

(1.27) (-0.11)

Capint 0.767*** 1.650***

(10.93) (6.21)

Invent 0.207*** 0.093***

(14.08) (3.91)

_cons -7.324*** -9.719***

(-27.08) (-13.57)

N 2809 479

R-squared 0.650 0.668

企业数量 281 48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

5.4.2地区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所有样本中小企业按照其所在省份分为东部地区企业、中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企业进行回归，探究中小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并针对性提出政策建议对于

稳就业有重要意义。回归结果如表 5.5所示。第（1）、（2）和（3）列分别是东

部、中部、西部回归结果。就东、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税收

优惠增加均会对自身吸纳就业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且分别在 1%、10%和 1%的水

平上显著，当东、中、西部地区企业税收优惠程度加强时，其自身吸纳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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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就其系数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企业回归系数分别为 0.032、0.025、0.073，

说明在各地区施加同种程度的税收优惠力度的情况下，企业就业吸纳能力随着税

收优惠程度提高而提高的程度是西部地区强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就各地区样

本中小企业回归结果中的控制变量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企业年末就业人数的影

响基本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至此假设 3得到验证。

虽然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多为经济发达地区，企业从事的业务更加多元，需

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支持企业各项业务单元，但改革开发以来，由于西部地区劳动

力往东中部地区的转移，导致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失严重，某种程度上使西部地区

企业劳动力供给的匹配度不足，因此在同一税收优惠程度下，西部地区企业就业

吸纳能力相对较强。

表 5.5 分地区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东部 中部 西部

Tax 0.032*** 0.025* 0.073***

(5.67) (1.73) (6.14)

Size 0.587*** 0.369*** 0.451***

(35.20) (7.90) (6.17)

Age -0.032*** 0.149 -0.024***

(-13.13) (1.42) (-3.03)

DA 0.027 0.699*** 0.453**

(0.55) (4.13) (1.99)

Capint 0.930*** 0.125*** 0.556**

(11.75) (3.10) (2.56)

Invent 0.148*** 0.192*** 0.191***

(11.68) (5.43) (3.53)

_cons -8.164*** 2.806*** -7.202***

(-29.82) (4.92)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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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

变量
（1） （2） （3）

东部 中部 西部

N 2838 320 130

R-squared 0.642 0.642 0.776

企业数量 284 32 13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

5.5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必须保证其稳健性、可靠性，为此，需进行变量的替换、回归

方法的替换或缩小样本量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如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

一致，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但如果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并不一

致，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并不稳健。本文主要采取考虑变量滞后性、缩小样本量

和替换回归方法的方式对本文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具体回归结果

如表 5.6所示。

5.5.1考虑变量的滞后性

本文将解释变量税收优惠（Tax）及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

（D-A）、资本密集度（Capint）、存货密集度（Invent）、企业年龄（Age）均滞后

一期代入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均为静态数据，但企业生

产经营决策情况不只受当年财务指标数据的影响，也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前期

经营数据的影响，毋庸置疑也会对样本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大小产生影响，

所以本文所选指标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存在某种程度的滞后性。基于此考

虑，选择以滞后性稳健性检验作为基准性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检验。稳健

检验结果如表 5.6第（1）列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样本中小企业当年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后一期的企

业就业人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二者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样本中小

企业当年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会对后一期的企业就业人数大小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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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小企业当年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会对后一期的企业就业吸纳能力产生

促进作用，样本中小企业当年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越强，后一期的企业就

业吸纳能力越强；就稳健性检验结果中的控制变量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企业年

末就业人数的影响基本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基于此，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性较强。

表 5.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Employ Employ Employ Employ

Tax 0.023*** 0.033*** 0.102*** 0.036***

(3.80) (6.28) (15.59) (7.50)

Size 0.506*** 0.584*** 0.494*** 0.562***

(26.57) (36.17) (27.90) (38.31)

Age -0.027*** -0.031*** -0.005*** -0.027***

(-9.10) (-13.23) (-3.02) (-13.37)

DA -0.018 0.048 0.083 0.038

(-0.33) (1.00) (1.27) (0.83)

Capint 0.603*** 0.927*** 0.602*** 0.880***

(7.07) (12.02) (7.04) (12.71)

Invent 0.116*** 0.143*** 0.146*** 0.143***

(7.70) (11.74) (10.08) (12.58)

_cons -5.571*** -8.050*** -7.757*** -7.706***

(-17.80) (-29.94) (-30.22) (-32.50)

sigma_u 0.577***

(24.90)

sigma_e 0.247***

(76.83)

N 2959 2959 3288 3288

R-squared 0.494 0.630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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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变量
（1） (2) （3） （4）

Employ Employ Employ Employ

企业数量 329 329 329 329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

5.5.2缩小样本

将样本量年份缩短为 2013年至 2020年代入方程中进行回归检验进行稳健性

分析，结果如表 5.6第（2）列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对其

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仍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结

果相似，说明模型的回归结果的变量关系并未发生改变，进一步证明了研究的稳

健性。

5.5.3更换回归方法

将平衡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更换为混合 OLS 回归分析、更换回归模型为

Tobit分别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分别如表 5.6第（3）、（4）列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对其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仍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说明模型的回归结果

的变量关系并未发生改变，进一步证明了研究的稳健性。

5.7本章小结

本文选取 2012-2021年十年间深证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与员

工就业数据，同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税收优惠与中小企业年末就业人数进

行全样本和异质性分组基准回归分析，发现样本企业税收优惠与其就业吸纳能力

呈正相关；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税收优惠对于其吸纳就业能力的正向影响会

更加明显；相比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对于其吸纳就业能力

的正向影响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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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了 2012年~2021 年深证 A 股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来检验中小

企业税收优惠与企业自身吸纳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为目标，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

型实证分析了企业税收优惠对自身吸纳就业能力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小企业税收优惠与其自身吸纳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其就业吸纳能力的发挥有显

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基于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角度提高其就业吸纳能

力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有重要作用。

第二，对整体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分别以不同行业以及企业所处不同地区作

为分组依据。实证发现，分行业来看，在服务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企业税收

优惠会对其自身吸纳就业能力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在与制造业企业相比，服

务业企业税收优惠会对其自身吸纳就业能力产生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此，

可以基于产业结构提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分企业所处不同地区来看，东中

西部地区企业税收优惠均会对其自身吸纳就业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相比东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企业的这一关系显著性更强。基于此，可以基于地区异质性

提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建议。

6.2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就业需求与岗位供给不均衡

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完善就业市场，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本文根据前文实证研

究结果并综合上文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

6.2.1扩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惠及面

当前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由于限定条件较多，一些新办不久、能够安置更

多劳动力就业的企业难以享受；此外，对于安置除下岗失业人员以外的未就业者

再就业的规定不够具体。必须进一步放宽中小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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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惠及面，促进其作用发挥。例如放宽新办中小

企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限定条件，激发各类主体对中小企业的投资热情；

具体化针对安置除下岗失业人员以外的未就业者再就业的相关规定；对促进中小

企业针对职工进行职业教育的，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等，多角度提升中

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在中小企业中，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具有较强的吸纳就业能力，而在目前的劳

动力市场上，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吸纳就业效应，这一点

尤其重要。为缓解当前就业压力，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激励和扶持服务业的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拓宽了服务业的就业渠道，提升了服务业的

增加值和就业所占的比例，提升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目前，我国

的服务业虽然也在快速增长，但是与国际上的平均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

了要减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积极推

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从而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新格局得以形成，从而

让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与潜能得到加强，从而给就业市场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新思路。鼓励建立各种类型的小企

业，在规模上扩大它们的实力，使它们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劳动力。在实施增值税

的税收优惠时，应该坚持“普惠性”与“结构性”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针对

各行业的优势、劣势以及运营特征，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从而使之与工业现

代化的调整相匹配。对实施现代制造、改造的中小型企业，可按其现代制造项目

征收部分增值税。对于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中小企业，可以加

强鼓励其技术升级和研发上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针对目前购买环保型设备和从

事环保工作的中小企业而言，在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基础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对其进行流转税的优惠，使环保升级能够深入到企业的每一个环节的同时，真正

减轻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每一环节的税收负担，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

6.2.2加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力度

在面临地区差异的时候，要将西部地区的地理优势等因素纳入考量，并对其

进行优惠扶持，但不能只实行减税，也可以将其与其他财政政策一起实施，在综

合区域发展各要素的基础上，拉动市场整体内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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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思路，即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发放消费券等措施，来推动西部地区的中

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强其吸收就业的能力。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岗

位的过程中，一定要将失业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如果是有就业吸纳能力

强、雇佣规模大的第三产业企业，可以强化对其就业与失业的精准监测和实时监

控，提高防范规模性失业的预见性，全面保障就业率的稳定。除此之外，对于国

家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允许各地政府在一定范围内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调整适合自身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增强其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适当

出台与之相对应的配套措施，使国家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能真正的惠及各个

纳税主体，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其就业吸纳能力。

同时，为了实现通过减税优惠来促进就业的政策目的，政府需要对中小企业

在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进行关注，这样才能对其进行更加精确的优

惠。由于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同时中小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的原因，西部地区的中

小企业可能缺乏专业税务人员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及时更新与解读，可能会造成

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实施效果上大打折扣。所以针对该问题，必须加强税务机关

及其相关部门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如适时开展税收政策交流活动和专

家座谈会等，加大中小企业等相关纳税主体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关注度，畅通政

策执行渠道，使税收优惠政策能更快更好的落实，真正惠及到其服务对象，提高

其就业吸纳能力。

6.2.3针对性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常常处于相对弱势位置，

其面临订单不足、日常经营资金的短缺等问题，因此优化针对其融资的税收优惠

政策，以缓解其资金压力，对于更好发挥其就业吸纳能力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提高对贷款利息的税前扣除政策，放宽对中小企业对非金融企业的

可扣减利率的计算限制，对其对金融机构的借款可以全额扣减，也可以在其借款

时予以加计扣减。总体上，提高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支持。对于证券和证券的

发行，其筹资活动的相关费用，可以在计算收入时予以扣除。在此基础上，结合

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和发展一个多层次、多样化且良性的资本市场。可以给予

中小企业更大的发言权，更多的选择，如降低其入市门槛，增大其上市几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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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企业在融资市场所占份额，真正解决其融资难问题。

另一方面，在金融机构方面，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大对银行贷款利息收益

的税收优惠，扩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如果金融机构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金

额大、期限长的贷款，那么，对于他们从这些贷款中赚取得相关利息收入，能够

享受一定程度或者完全得增值税减免优惠，以此作为激励金融市场向中小企业发

放贷款，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得一种措施。在对金融机构进行个人独资企业和

合伙企业的投资活动，其所取得的投资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减免企业所

得税，以防止对其进行资本的重复征税。鉴于中小型企业资金的不稳定和不稳定，

在税收方面可以对金融机构提供一些保护。特别是在与中小企业相关的业务发生

重大损失或将要发生重大风险时，可以基于对中小型企业的发放贷款金额的一定

比重，准予其所蒙受的损失在税前进行扣除，并允许在结转以后的 5-10年内进

行扣除，或者可以不对最长结转年限作出限制。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投资于中小

企业融资项目的金融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亏损赔偿，可以采取建立一个风险赔偿

基金得同时增加国家的投资得措施，来弥补由担保机构和银行进行中小企业融资

或许造成的损失和风险。如果是担保公司积极地为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进行担保

行为，那么它所获得的有关收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予部分流转税和所得税的优

惠，由此所引起的费用和损失也可以在税前进行减免，这样就可以使担保机构为

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担保发挥出了对应的指导效果，加速建立中小企业融通资金市

场体制。同时，政府也要适时引导资金投入，增强对中小企业的社会投资信心，

为中小企业引进一些资金。这一导向行为既可以保证中小企业的融资安全，又可

以直接推动其发展壮大，扩大其规模，为其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可能，进而推动

中小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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