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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2008 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国家税务总局随之出台了 2008 年版企业所

得税申报表，包含 16 张表格，采集企业主要财务和税务信息，为企业所得税征

管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企业所得税的不断调整，2008 年版企业所得税

申报表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呈现出采集信息不足，表格之间逻辑混乱等问题，

影响了企业所得税征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鉴于此，2014 年国家税务总局决定

启用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与旧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相比，新表增加了 25 张附表，

要求企业申报更多财务、税务和税会差异信息，这是 2008 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以来，企业所得税的一次重要变革，是加强企业所得税征管、减少企业避税的重

要尝试，其效果如何值得研究。 

本文介绍了我国企业所得税发展历程，简述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出台背景和

特点，论证了研究该课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总结归纳相关文献对该课题的研究

成果。在此基础上，通过将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融入到税收领域，理论分析了新

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最后，运用广西国税系统 2008 年到 2015

年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证明：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后，企业避税水平上升了，

企业通过操控应计利润进行避税的水平也上升了。主要原因是，新企业所得税申

报表实施后，企业遵从成本提高，税务机关一方面征管成本提高了，另一方面，

征管效率提高了，税企双方在此条件下进行混合博弈，得到的结果是税务机关征

管水平提高了，但是企业避税水平上升了。此外，税务机关没有充分利用新企业

所得税申报表信息、税企双方能力有差距等原因也造成了企业避税水平增加。 

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定性，本文将样本分为重点税源企业和非重点税源企

业两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后，两组企业的避税

水平都上升了，但是非重点税源企业避税水平上升得更多。 

最后，为减少企业避税水平，充分发挥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优势，本文结

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应计利润；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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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In 2014,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decided to enable the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turn, compared with the old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turn, the new table 

added 25 schedule, will require companies to declare more financial, tax and tax 

differences information, it is 2008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an important reform of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is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strengthen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how the 

effect is worth study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in China,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turn, 

and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subject are summarized and summarized. On this basis, b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game theory into the tax fiel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turn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Finally, 

the tax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2008 to 2015 was analyzed using guangxi state tax 

system. 

Both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turn, the level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has risen, and the 

level of tax avoidance by enterprises has been increased through the manipulation of 

accrued profits. The main reason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orporate tax game. In 

addition, the tax authorities have not made full use of the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turn information,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ability of the tax enterprises and the 

enterprises has also caused the increase of tax avoidance. 

Finally, in order to reduc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tur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ults. 

Keywords: New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turn; Accrued profit; Tax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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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不断完善，先后经历了 4 次较大的改革。

一是企业所得税从无到有。摒弃了社会主义不应有税收的观点，1978 年到 1982

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对外国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开征企业所得税，

逐步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所得税制。二是扩大企业所得税征收范围。1983

年至 1990 年，将企业所得税征收范围扩大，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

也开征企业所得税。但是，在征收范围、税率、税收优惠等税收要素方面与外国

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明显不同，国内企业税率较高、税收优惠较少。三是统一企

业所得税税制。1991 年至 2007 年，将零散的所得税法律法规进行整合，按照内

资、外资两类企业设立两个企业所得税法，由多个所得税法变为内、外企业所得

税两法。四是进一步统一企业所得税税制。2008 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是

我国最重要和最全面的一次企业所得税改革，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并

适当降低税率；统一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税收征管要

求，此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趋于稳定，所得税总额不断增长，相关数据如表 1. 1： 

表 1.1  全国企业所得税收入数据表 

指标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税收总额

（亿元） 
124922.2 119175.3  110530.7  100614.3  89738.4  73210.8  59521.6  54223.8  

企业所得

税总额

(亿元) 

27133.87 24642.2  22427.2  19654.5  16769.6  12843.5  11536.8  11175.6  

企业所得

税增长率 
10.11% 9.88% 14.11% 17.20% 30.57% 11.33% 3.23% 27.30% 

企业所得

税占比 
21.72% 20.68% 20.29% 19.53% 18.69% 17.54% 19.38% 20.6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表 1.1 的数据显示，2008 年以来，企业所得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占税收总

额比例较为稳定，维持在 20%左右，企业所得税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税种，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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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制结构逐步形成。 

企业所得税成为税企关注重点，企业所得税研究成为热点。一方面，企业不

断抱怨税负过重，部分媒体渲染死亡税率，甚至炒作个别企业不堪重负跑出中国，

企业、媒体对中国税收较为关注；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流失率较高，企业亏损

面较广，长亏不倒企业大量存在，企业总体平均税负较低，根据广西防城港市国

家税务局数据，2008 年以来，防城港市企业汇算清缴企业亏损面平均达到 70%

以上，企业所得税征管水平迫切需要提高，企业所得税成为税务机关关注的重点。

鉴于此，国家税务总局将企业所得税工作重点放在了征管。2008 年 7 月，在企

业所得税管理和反避税工作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分类管理、优化服务、

核实税基、完善汇缴、强化评估、防范避税”的要求。此后，国家税务总局持续

开展了分行业、分企业类型的企业所得税评估、稽查，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 

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启用，需要进行效应分析。随着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深入

落实，企业所得税征管落后于企业发展，特别是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不能满足纳税

人和基层税务机关的需求。一方面，新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不断出台，现行申报表

没有及时修改，纳税人很难准确履行纳税义务，导致纳税人填报差错率较高，税

收风险加大。另一方面，过于简单的表格、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申报表信息采集

量不足。在新形势下，难以满足税务机关加强所得税风险管理、后续管理以及税

收收入分析等需求，严重制约了税收管理水平的提高。 

鉴于此，2014 年 11 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4 年版)>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4 年第 63 号），决定启用新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新的企业所得税申

报表通过增加大量附表，尽可能收集企业相关涉税信息，对征纳双方产生了重大

影响，是 2008 年以来企业所得税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修订后的申报表采取以企

业会计核算为基础，对税收与会计差异进行纳税调整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有：一

是合理设置信息填报架构。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围绕主表进行填报，主表

数据大部分从附表生成，附表与主表之间、附表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关联，逻辑

性较强。二是收集大量企业财务、税务和税会差异信息。信息管税是税务管理的

有效方式，但是税务机关获得企业相关税务信息较少，税企双方信息不对称普遍

存在。鉴于此，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增加了大量信息收集。包括企业主要会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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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企业所得税相关税务信息和全面的税会差异信息。三是结合“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推进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申报表虽有 41 张表格，为减少纳税人负担，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情况，选择填报。涉及该项表格业务的就填写，不涉及

该项表格业务的就不需要填写。 

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影响较大，需要实证分析检验。从企业角度看，新的企

业所得税申报表的实施，企业需要披露更多的税会调整信息，增加信息报送成本，

减少了税收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利用税会差异调节利润的难度加大，违法

调整被发现的概率加大，遵从成本会提高，企业避税行为可能产生较大变化。从

税务机关看，为启用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花费了较大人力物力，前期调研设计

表格、软件开发维护、后期培训、增加企业所得税管理人员等花费较大。税务机

关下大力气推进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提高企业所得税征管水平，减少企业逃

税的目的非常明确，从初步效应分析来看，企业所得税征管水平在逐步提高，企

业逃税有所减少。但是与逃税不同，企业避税具有不违法性，新企业所得税申报

表实施后，企业避税水平如何变化，不仅需要初步分析，更重要的是结合实际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 

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启用 3 年多，效应分析具有可行性。2014 年，新企业

所得税申报表实施后，部分学者特别是税务机关内部学者对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效应研究兴趣很大，但是受限于时间和数据，早期没有进行实证分析，仅从理论

和企业所得税管理绩效指标进行分析，说服力并不强。2016 年特别是 2017 年以

来，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 3 年多，无论从实际效应还是数据来源，都具有研

究的基础，随之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数据分析尝试，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

此，本文在收集广西税收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新企业所得税

申报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是可以进行尝试的。 

1.1.2 研究意义 

实证分析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企业避税水平的影响。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的实施，最大的目的是通过收集更多企业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大额税收

流失，减少企业逃税、避税行为，加强企业所得税征管。但是企业避税行为受到

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理性经济人会与税务机关进

行税收博弈。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是否能够减少企业避税行为，是否加强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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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征管需要进一步分析。然而，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 3 年多来，一方面是

税务机关对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认可，通过案例、数据分析论证了新表对企业

所得税征管的作用。另一方面，纳税人对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颇有微辞，认为新

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增加了企业申报负担，极大增加了企业税收遵从成本。企业亏

损面仍然较大，长亏不倒企业仍大量存在，企业所得税税负仍然较低，从侧面反

映，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并不会减少避税。因此需要通过收集数据实证分析新企

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 

实证分析申报表设计是否影响企业避税。近几年，不断有学者研究企业避税

行为，研究税收要素变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学者也不断增加。但是这些研究重点

放在了“营改增”、税收优惠等税收实体要素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很少学者

研究申报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诚然，申报表没有规定具体的税收行为，只

是税收征管的手段，是税收政策的载体。作为载体的申报表是否会显著影响企业

避税水平，需要扩大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企

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方面，试图扩大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研究范围，丰富相关文献，

既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又能为税收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研究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效应，可以为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的申

报表设计提供参考，设计更为合理的各税种申报表。我国税制改革不断推进，全

面“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改革、环境保护税改革等均如火如荼推

进，这些税制改革均涉及申报表的设计和运行，本文研究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

企业避税的影响，可以为这些税种的申报表设计提供参考。 

利用广西税收调查数据，丰富样本量。已有文献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数

据来源大多数来自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普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税收总额较大。

但在上市公司外，对其他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较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他公司

数据披露较少，学者很难获取相关数据。但是对这些公司的研究必不可少，他们

占企业总量的比例更高，涉及的问题差异较大，它们与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很可

能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对于营业收入指标，上市公司可能倾向于高估，非上市公

司倾向于低估。本文利用广西税收调查数据，数据来源大多数是非上市公司，对

比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得到非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的一些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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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图 1. 1：论文框架图 

 

导论与文献综述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实证分析 

模型 1：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

企业避税影响的实证分析（分组） 

模型 2：操控应计利润避税的实

证分析（分组） 

模型设定 变量度量 实证检验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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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主要内容 

本文以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参考已有文献的企业避税分析模

型，利用广西 2008 年到 2015 年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主要的研究

思路是，一是以实际税率、操控性税会差异等避税衡量指标为被解释变量，以是

否启用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为虚拟核心变量，并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实证分析新

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实施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二是进一步分析，以操控性税

会差异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建立虚拟变量和操控操控性利润的交互项，研究新企

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后，企业通过操控会计利润避税的行为是否产生变化。 

本文分为 4 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章。主要简述相关背景，

介绍相关文献，说明研究该课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部分为第三章，重点介绍国内外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设计、避税理论，信

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等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进行理论分析并

提出相应假设，为下一步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包括第四章实证分析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企业

避税的影响，第五章实证分析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后，企业通过操控利润进

行避税的变化。 

第四部分为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和建议。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新企业

所得税申报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建议。最后总结本文研究的不足，

并对未来相关研究提出展望。 

1.2.2 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法。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企业避税行为

等相关方面的文章，掌握国内外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比较相互之间的差异，总

结该课题经典观点，为本文论述铺垫基础。 

描述性研究方法。介绍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结合纳税人和税

务机关行为，建立理论模型，理论分析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后，税收征纳双

方的行为变化。 

数量研究法。整理广西税调数据，通过实际税率、操控性税会差异等避税指

标数据的对比，初步判断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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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法。针对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纳税人的影响，借鉴琼斯模型，收

集广西国税局辖区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3 创新点与不足 

选题方面，将论文研究视角放在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

上。查看众多相关文献，很少有学者实证分析该选题。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学者

认为申报表的变化作为税收征管的一个措施，对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不大。但是

从税务管理者和纳税人特别是相关财务人员的反映来看，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

企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根据防城港市国税局纳税服务科 2015 年的初步统计，

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的 2014 年汇算清缴，税务机关接到的咨询数量是近几

年的高峰。此外，经过全面“营改增”后，我国税收制度相对稳定，税收重点将

是加强税收征管，而申报表的设计是税收征管的一个最重要载体，申报表如何影

响纳税人行为，需要分析论证。因此，分析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企业避税行为

的影响对税收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思路，将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作为本文的

理论分析基础，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在一定假设条件下，运用数理模型进行分

析验证，初步得出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实施增加了企业避税概率，为实证分析

奠定了理论基础。 

数据来源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现有避税相关文献多数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

样本研究，很少涉及非上市公司。但是非上市公司数量庞大，税收行为差异较大，

对这些企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代表性。本文采取广西税收调查数据，为众

多非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研究提供参考。 

由于能力有限特别是计量方面知识储备不足，论文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直接

对新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实施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文献相对较少，只能

参考其他类似研究，在考虑相关影响时可能存在遗漏因素。二是在实证分析时，

只用了较为简单的计量方法和检验，对于结果的说服力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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