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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微企业作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小微企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减税政

策的重点支持对象,也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对象。 首先,介绍文献收集过程,分析文献特征,并从多个角度剖析“小微企业”的

基本内涵;其次,基于微观企业经营与宏观经济影响的双重视角,全面梳理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成效的研究成果;再次,从税收

制度、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环境三个层面分析影响小微企业减税效果的主要因素,同时探讨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优化路径;
最后,分析当前小微企业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出未来该领域研究应关注的四个方向。 即深入研究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

实施效果和影响机制、深入开展减税政策之间及减税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引入更为精确的分析工

具以提升减税政策设计的精准度与有效性、开展国际比较研究为我国减税政策的改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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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其中,“结构性减税”作为

核心政策之一,旨在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体系产生的负面影响。 自 2016 年起,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在我国全面铺开,“减税降费”作为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被正式提出并付诸实践。 面对 2018 年以来国

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环境趋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等复杂形势,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并“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以强化政策效果。 减税降费政策覆盖范围广阔,不仅

聚焦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核心税种,还包括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的取消或调

减。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我国的减税降费规模持续扩大,从 2018 年的约 1. 3 万亿元增加到 2023 年的约

2. 2 万亿元。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从短期来看给我国的财政运行带来挑战,如财政收入减少、赤字规模攀升、
地方财政运行困难等。 但从长远来看,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显著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投资与扩

大生产,同时有效刺激居民消费、激发市场活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理论上

讲,这一系列措施有利于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的税收增长机制。
小微企业由于具有量大面广、抗风险能力弱等特点,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3 年针对中小微企业实施的新一轮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措施总额达到

14264. 2 万亿元,占比高达 64%。 中小微企业成为减税降费政策最主要的受益主体。 小微企业在市场经济

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主体,它们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激励创新、维护社会稳定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就业与民生、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经济

社会稳定与发展,甚至会对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及其他小税种在内的众多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切实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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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力的同时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与政策实施效果,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 因此,对
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对于国家继续推行减税降费重大决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

述:一是介绍文献收集过程并分析文献特征;二是从多个角度阐述“小微企业”的基本内涵;三是从微观和宏

观两个角度归纳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成效的相关研究;四是分析影响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效果的因素;五是探

讨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优化路径。 最后,本文对现有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文献收集过程与特征分析

(一)文献收集过程

目前,关于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都颇为丰富。 然而,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学者们

大多以上市公司或规模以上企业作为研究主体,专门针对小微企业这一重要市场主体的减税政策研究相对

较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效果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和整理与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相关的文献资料,本文通过中国知网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的高级检索进行搜索。 检索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以“主题”为检索条件,将
“小微企业”“小型微利企业”“中小企业”及“小规模纳税人”作为并列的关键词,与“减税降费”或“减税政

策”进行组合检索,以捕获所有可能涉及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文献;第二步,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文

献,又采用“篇关摘”作为检索条件,同样将上述小微企业相关的关键词与减税政策相关的关键词进行组合

检索,以期从文献的摘要、关键词和结论中更精确地筛选出与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献。
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文献筛选工作。 首先,删除了两种检索模式下检索到的重复文献,以

避免重复计算和分析。 其次,逐篇阅读了文献的摘要、关键词和结论部分,根据文献内容与本文主题的关联

度进行了筛选,剔除了那些与小微企业减税政策主题关联度不高的文献。 最后,为了尽可能地拓展文献的

覆盖面和深度,还挑选了与本文主题高度相关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和筛选,以期能够更全面

地涵盖和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经过上述严格的筛选过程,最终检索并筛选出了 116 篇非重复的相关文献。 这些文献的时间跨度为

2004—2024 年,涵盖了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观点。 文献的最终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确保了

文献的时效性和代表性。
(二)文献特征分析

从文献统计的角度来看,2018 年之前关于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研究的发文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

平。 然而,自 2018 年起,这一领域的文献数量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这反映了小微企业在经济中的

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这一群体关注度的提高。 在期刊分布方面,《税务研

究》《国际税收》《财政科学》等专业性较强的期刊发表了大量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献,表明这些期刊在推

动小微企业减税相关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世界经济》等综合性强、影响力大的期刊上,说明关于小微企业的相关研究不仅在专业领域内受到关注,也
广泛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对小微企业的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例如,在研究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效

果方面,他们不仅从减税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绩效、创新能力等角度切入,还深入分析了减税政策的就业贡

献、对财政运行等方面的影响。 这种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实际效

果和潜在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采用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小微企业减税政策进行了全面而

深入的研究。 在定量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群聚法等揭示了减

税政策对企业绩效、投资、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影响。 定性研究则通过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深入剖析

了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小微企业研究领域发文量的增加以及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多元化,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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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探索。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可以期待未来会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涌现,为小微

企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三、小微企业的界定标准

(一)企业所得税中关于小微企业的界定

目前我国关于“小微企业”这一概念的界定标准并未统一。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提及的“小型

微利企业”可以看作是小微企业的一种判定标准。 这一概念主要适用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这里的“小

型微利企业”是根据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及应纳税所得额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判断的,其具体判定标准见

表 1。 通过观察表 1 可以发现,“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标准经历了多次调整,呈现出不断放宽的趋势。 其

中,2019 年成为“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的重要节点。 自 2019 年起,在判定小微企业时不再区

分工业企业,统一按照“从业人数 300 人、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应纳税所得额 300 万元”的标准来判断。
针对“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政策构成了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2008 年开始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 20%的企业

所得税优惠税率,较 25%的标准税率低 5 个百分点。 这一政策自确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有效降低了小微

企业的税收成本。 此外,自 2010 年起,国家对小微企业中的小型企业给予了特别关注,推出所得税减半征收

政策。 此后,国家一直致力于减轻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小微企业减半征收政策的标准不断提高,减税力度

持续加码,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享受到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
近期关于小微企业减税的实证研究聚焦于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实施效果。 因此,在实证研究

中,学者们普遍采用企业所得税法中的标准来界定小微企业。 该界定方式不仅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性,还
能够确保研究对象的同质性和可比性,从而为深入剖析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微观影响和宏观效应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通过这一界定标准,学者们能够准确地衡量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税负、经营绩效、融资能力、投
资决策及创新活力等多方面的实际影响,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且全面的决策依据,以促进小微企业

减税政策的持续优化和完善。

表 1　 “小型微利企业”的界定标准

时间
从业人数(人) 资产总额(万元)

工业企业 其他企业 工业企业 其他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万元)

2008—2016 年 100 80 3000 1000 30
2017 年 100 80 3000 1000 50
2018 年 100 80 3000 1000 100

2019—2024 年 300 5000 300
　 注:数据根据相关政策文件内容整理得到。 表 1 中的数据是各项指标的最大值,当同时不超过三项指标数据时,该企业可被判定为“小型微
利企业”。

(二)工信部《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中关于小微企业的界定

2011 年 6 月颁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可以看作是“小微企业”的另一

种界定标准。 该标准在考虑企业从业人员数量、营业收入及资产总额的基础上,结合各行业特征,将中小企

业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中型、小型与微型。 “小微企业”可以理解为其中的小型与微型企业。 其中,大多数行

业根据从业人员数量和年营业收入判断企业的规模。 然而,也有个别行业是根据从业人员数量和资产总额

两项指标来界定,如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另外,还有两个行业仅通过单一指标进

行界定:农林牧渔业仅通过营业收入进行界定,其他未列明行业仅通过从业人员进行界定。
目前,关于小微企业减税的理论分析文献中,有部分研究采用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来进行界定。 在

这些文献中,学者们并未严格区分中型企业与小型、微型企业,而是将它们统称为中小企业或中小微企业,
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 此外,也有部分实证文献将中小企业作为研究主体,对其在减税政策下的表

现进行分析和探讨[1-3] 。 这一判定标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减税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为提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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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精准度提供有益参考。
(三)增值税中关于小微企业的界定

除了上述两种对小微企业概念有较为直观的解释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与小微企业在定义、标准、
税收政策及经济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联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小规模纳税人是指年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以下,且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增

值税纳税人。 在实际操作中,小微企业往往经营规模较小,因此,很多小微企业也会被认定为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 国家历年来发布的一些关于小微企业税收政策通知中,同时会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这一主体纳

入其中。 例如,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中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

工商户实行“六税两费”减半征收政策①。
在增值税政策体系中,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措施构成了扶持小微经济体的关键一环。 一是对符合

条件的小规模纳税人实行暂免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二是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进行调整。 部分适

用 3%征收率的项目减按 1%征收或免征。 三是小规模纳税人的判定标准在 2018 年实现了统一与扩围。 新

的判定标准不仅消除了行业之间的差异,确保了税收政策的公平性与一致性,还显著扩大了小规模纳税人

的覆盖范围,使得更多小微企业能够享受到该项税收优惠。
当前,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相关研究,其重心大多聚焦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如对我国增值税制度

架构的进一步优化进行分析与构想。 现有学术文献中专门针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进行实证分析的成果

较为缺乏。 在本研究搜集到的相关文献中,仅有一篇文献专注于此领域,并采用了量化分析的方法,对小微

企业增值税起征点调整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测算。

四、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成效分析

由于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家针对其实施的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加大。 本部分内容主要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总结小微企业减税政策取得的成效。 在微观层面,学者主要探究了小微企业减税与

企业经营绩效、创新和融资能力的关系。 在宏观层面,学者则主要探究了小微企业减税与稳定就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财政运行的关系。
(一)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微观影响

减税政策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话题。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作为我国税法中两

大主要税种,其变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受到学者们的广泛研究。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增值税转型、“营

改增”、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制变革对企业投资与创新等方面的影响。 而针对小

微企业这一主体,现有实证研究则聚焦于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这一优惠政策。
1. 减税与企业经营绩效

税收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成本,关系到企业的现金流,因此与企业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税制变革直

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决策。 万相昱等[4] 、赵颖[5]均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小微企业的税费负

担。 魏紫等[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的净利润,同时促进企业增

加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收益率也有所提升。 李旭红等[7] 以《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9]
 

13 号)作为政策冲击,研究发现该轮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政策显著促进了小微企

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和投资的增加。 樊勇等[8] 基于 2014—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运用聚束-双重差分法

分析小微企业减税成效,发现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显著提升了其全要素生产率。 冯晨等[9] 发现减税使

得群聚区间外的小微企业增加了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绩效也得以提高。 崔惠玉等[10]

发现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通过提升小微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促进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

资,并提升了资本配置效率。 李艳等[1]发现减税通过增加投资和用资本替代低技能劳动,促进了中小企业

19

崔惠玉等:
 

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研究脉络与未来展望
 

① 这里的“六税两费”是指:资源税(除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除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的资本深化,从而提升了生产效率。 此外,适当的税收政策配置(如递延纳税等)可以兼顾小微企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与政府的税收收入[11] 。
2. 减税与企业创新

在企业创新方面,魏紫等[6] 、樊勇等[8] 、冯晨等[9] 和崔惠玉等[10] 这四篇文献均发现减税并不能促进小

微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例如,刘卫忠等[12] 基于江苏省小微企业数

据,研究发现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税收优惠呈倒 U 型关系:随着税收优惠力度的加大,小微企业研发投入增

加;但是当到达一定界限时,研发投入开始下降。 黄宇虹[13] 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库,发现税

收优惠可以激励小微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且这种激励效应对于微型企业而言效果更明显。 郭景先和苑泽

明[2]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对处在不

同阶段的企业激励效果不同。 寇恩惠等[14] 、于井远和李林木[15]均发现相比于增值税优惠,所得税优惠更能

促进小微企业创新。 此外,税收优惠政策和研发补贴在促进中小企业实质性创新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

效应[3] 。
3. 减税与企业融资能力

一直以来,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16] 、缺乏抵押资产[17] 等问题,传统金融放贷机构出于规避风险和控制

成本的考虑往往拒绝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 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成为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

素[18] 。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解决途径。 在理论层面,贾康[19] 在借鉴国际经

验并立足国内现状的基础上,构想了一个以财政为支撑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框架。 在实践层面,我国于 2015
年推出了“银税互动”政策。 该政策将小微企业的“纳税信用”作为“融资信用”,对于提升小微企业的贷款

可得性及贷款额度发挥了一定作用[20] 。 与民间借贷相比,“银税互动”政策可以提高企业价值并增加投资,
从而有利于增加税收收入[21] 。 除了完善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政府还可以利用财政杠杆为小微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22] 。 具体而言,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和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流向小微企业;同
时,不断优化政府采购政策,为小微企业创造更多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此外针对小微企业量身定制税收优

惠政策,直接减轻其税负压力。
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程度并降低融资成本。 毛德凤和彭飞[23] 认为减税通

过提升企业内源性融资能力来缓解融资约束,这一改善作用对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尤为明显。 国内也有一

些学者对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其债务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例如,王伟同等[24] 认为该政策可

以降低企业的债务负担,负债规模和结构有所改善,且长期偿债能力得到提升。 邹静娴等[25] 研究发现,由于

存在客户争夺效应,减税使得小微企业的债务期限得以延长。 此外,我国税法规定,向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发放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增值税、印花税等税种上享受优惠。 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减轻金融机构

在贷款业务上的税收负担,间接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26] 。 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小微企业贷款

可得性通过缓解资金限制和现金依赖,减少了企业的避税行为[27] 。
(二)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宏观影响

小微企业的发展关乎国计民生,在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8] 。 然而,小
微企业具有经济基础薄弱、经营成本高、生产稳定性差等特点,因此生命周期较短[29] 。 近些年来,新冠肺炎

疫情的爆发及经济下行压力使得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微企业遭受重创并陷入发展困境。 在此背景下,税费负

担已成为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支持小微企业恢复发展活力、提升发展韧性,国家不断加大减

税降费政策力度。
1. 减税与稳定就业

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就业问题提出了挑战。 每年新增就业人群庞大、下岗职工再就业困

难、农民工就业困难等问题日益显著。 小微企业因其基数庞大,成为帮助摩擦性失业等非自愿失业人员实

现再就业的主要渠道。 但是仅通过市场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 因此,政府的介入至关重要。 税收

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得力工具,在促进就业方面同样发挥作用。 现有大量研究文献无论是通过理论探

讨还是实证分析,均有力证明了减税政策在推动就业增长方面的效果。 与此同时,也有少量学者针对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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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减税政策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同样发现其对于减轻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提升社会总体就业数量

方面的积极作用[1,2,7] 。 解洪涛和张建顺[30] 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研究发现减半征收政策增加了小微企业

的雇工数量,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 甘犁等[31] 基于 CMES 数据库,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提高进行

定量评估,发现该政策能够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且其成本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就业的成本。
长期来看,小微企业减税政策在夯实自身发展基础的同时,还对形成大中小企业分工合作发展生态、稳

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社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起到促进作用[32] 。 因此,一些税收政策的支持对象虽然只针

对小微企业,但是会让整个市场经济主体从中受益。 目前,已有学者研究证实了减税激励具有供应链溢出

效应。 减税能够通过商业信贷关联和产品供需关系增加上下游企业的劳动雇佣数量[33] 。
2. 减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税收作

为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为政府履行职能提供财力保障,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力支撑。 而且

税收政策能够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因而成为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 此外,税收通过参与国民

收入分配影响纳税人的行为选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税收可以通过影响多个行

为主体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此外,由于存在乘数效应,减税能够使得经济成倍增长[34] 。 王乔和

黄瑶妮[35]指出,减税降费政策能够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巩固产业竞争优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相

契合。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减税降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例如,石绍宾和张

晓丹[36]发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的比重每下降 1%,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约上升 0. 17%。 近些年来,
我国不断更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小微企业成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发力点和重要稳定器。 王

业斌和许雪芳[37]基于 CMES 数据库,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减税降费提高了小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 张佐敏等[38]发现对小微企业减免所得税有利于增加社会总产出,对多

数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
3. 减税与财政运行

除了研究小微企业减税政策对稳定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两方面的宏观影响,目前还有学者从财政

运行的视角探究了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影响。 例如,李昊楠和郭彦男[39]揭示了小微企业减税影响财政可持

续的作用机制:减税政策通过提升小微企业的纳税遵从度,部分弥补税收收入的损失,从而有助于缓解因减

税而带来的财政压力。 刘蓉等[40]运用聚束方法,研究小微企业减税政策导致的预算偏差问题:减半征收政

策的实施使得门槛处的小微企业出现群聚现象,导致税基变化并产生预算偏差。

五、小微企业减税效果的制约因素分析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明显更低。 但对企业来说,其税

收负担仍然较重[41] 。 税负在不同规模企业间分配不公,而小微企业承担了较重的税费负担[42] 。 科学分析

小微企业减税效果的制约因素,对于进一步优化减税政策、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起到指引作用。 通过阅

读文献发现,小微企业减税效果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分为税收制度层面、微观企业层

面及宏观经济环境层面。
(一)税收制度层面

1. 税收政策制定

碎片化的税收优惠政策普惠性差、限制条件多,导致享受减税政策的企业有限[43] 。 此外,部分减税政策

门槛高,如条件严格、享受成本高,导致企业无法享受优惠政策,从而影响减税效果。 李晶等[44] 主要分析了

小微企业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缺乏对微型微利企业的特殊政策考量;二是相关优

惠政策缺乏持续性,不利于稳定企业预期。 李琼和汪德华[45]主要分析了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的财税政策存

在的问题:一是在创新准备环节,小微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是该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侧重于投资方,
直接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较少;二是研发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加计扣除、加计折旧等政策未区分企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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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小微企业未享受到特殊优惠,从而影响小微企业的创新动力。
2. 税收征管

一是,技术进步和税务机关人才建设使得税收征管的基础环境得以改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

阿里巴巴集团于 2012 年联合发布的《中西部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状况调研报告》显示,90%的小微企业存在

逃避税费的操作行为[46] 。 但是,随着金税工程的推进以及税务队伍的建设,征税制度漏洞不断得以弥补,税
收征管弹性空间缩小。 小微企业为逃避税收进行的操纵行为因受到监管而较难实现。 因此,纳税硬件设施

的建设与完善提升了小微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其纳税义务履行状况得以改善,从而抵消了部分减税获得感。
二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背景下,某些地区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足量,不顾小微企业经营困难的现

状,加大对其税费征管力度[47] 。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名义税负虽然下降了,但实际税负可能上升[48] 。 相

对于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小微企业由于财务规范性较差,因此税费征管力度的增强对小微企业的影响尤

为明显[49] 。 林超和尹恒[50]的研究同样发现减税带来的征管强化效应削弱了减税政策效果,从而引起小微

企业退出。
(二)微观企业层面

1. 非税负担

减税政策虽然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却可能增加企业的非税负担,使得减税政策的预期效果减弱。
有研究表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51] 。 当减税政策引起税收收入下降时,为了缓解

财政资金压力,地方政府会通过加强非税收入征管来筹集所需资金。 而小型、微型和民营企业则成为承载

非税负担的主要主体之一[52] 。 庞凤喜和张念明[53]以某省税务部门 2014 年企业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发现

小微企业利润率低于大型企业,但其税费综合负担率却高于大型企业。 例如,受调查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

仅为大型企业的 3. 52%,但承担的罚款金额是大型企业的 1. 68 倍,表明小微企业在非税负担方面承受较大

压力。
2. 企业市场地位

由于增值税贯穿全产业链条,因此企业市场地位影响减税效果主要体现在增值税上。 增值税属于间接

税,具有容易转嫁的特征。 因而企业的市场地位会对税收归宿产生较大影响。 具有较强垄断能力的企业可

以通过降低购进价格并提高出售价格使得减税收益更多地留存在企业内部,导致处于供应链中的其他企业

较难享受到减税红利,税收利益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了重新分配。 小微企业因其规模较小、议价能力弱,在
供应链中往往处于弱势方,因而通常成为税收转嫁的对象,较难享受到减税收益。 普惠性降税的初衷因此

难以实现,影响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效果。
(三)宏观经济环境层面

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能力。 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人力成本提高、附加值

降低、利润缩减等生产经营困难,税收负担能力随之下降[54] 。 近几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经济形势的

变化给众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带来了沉重打击,普遍面临经营业绩下降、现金流紧张、融资约束等问题。
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堪忧。 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并促进经

济复苏。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降低了税收成本、缓解了资金压力,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提供了一

定的缓冲空间。 可是,减税降费虽能“输血”,却难以“造血”。 它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但
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利润,从而出现减税效果不及预期的现象。

六、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优化路径分析

2018 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到,必须实质性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增强企业获得感。 但是通过前文分

析发现,由于存在多种制约因素,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需要进一步

优化。 到目前为止,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优化建议,可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扩大小微企业范围,统一认定标准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可以发现小微企业界定标准之应纳税所得额不断提高。 这一方面反映了顺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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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越来越重视小微企业这一群体,不断加大对其支持力度。 此外,从
2019 年开始,小微企业的判定标准不再区分是否属于工业企业,这在简化税制的同时体现了非工业企业类

小微企业认定标准的扩围。 在增值税方面,国家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判定标准在 2018 年也经历了一

次扩围。 关于拓宽小微企业认定标准这一做法一直以来都得到学者们的推荐。 在早期阶段,就有学者提出

应放宽小微企业认定标准,简化小微企业认定的流程手续,让小微企业能够切实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55] 。
潘士远等[56]同样指出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的关键是要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因此应持续降低小微企业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门槛。
此外,根据工信部的界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及合伙企业等非法人企业

也属于小微企业。 相比之下,企业所得税税法中对小微企业的界定口径较窄,导致非法人组织的小微企业

无法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2017—2020 年,贵州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体经营者平均税负率为

0. 4%,而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小微企业平均税负率仅为 0. 12%,二者间的税负差异较大[57] 。 因此,贺宏[58] 指

出应促进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相衔接,同样给予非法人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缓解由于组织形式不同而

引起的税负不同的情况。 2023 年 3 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中给予个体工商户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 这一规定体现了税收横向公平,对于提升非

法人企业经营积极性起到激励作用。 以上做法虽然有利于解决不同类型小微企业的税负公平问题,但却容

易导致优惠政策越来越繁杂。 因此,未来应尽快统一小微企业的界定口径。
(二)提升政策精准度,增强政策系统性

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推行给我国财政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未来应更加注重减税政策的针对性

和差异化。 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相应的减税政策,以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的

需求。 例如,王玺和王蔚[59]指出,应根据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设置优惠政策:初创期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量大,应加大对其投融资支持力度;成长期则应注重对其研发投入和购买设备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对成熟期

企业给予投资抵免等优惠政策以降低投资成本,提升企业再投资积极性。 同时,政府也应关注不同类型和

规模的小微企业,通过采取不同的减税政策,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李晶等[44] 提出应对微型微利企

业实行特别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这些微利企业本身体量不大,按照现行 5%的实际所得税率,其所提供的税

收收入有限,因此不如通过免征所得税起到涵养税源的作用。
另外,姜亚南[60]指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分散性、临时性等特点。 这不利于小微企业及时了解相关

优惠政策,导致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的企业有限,政策普惠性较差。 此外,由于政策的碎片化特征,税收优

惠政策之间曾出现矛盾之处[61] 。 换言之,由于小微企业界定门槛的存在,有些优惠政策对小微企业而言并

不适用,并且大部分现行优惠政策未给予小微企业特殊考量,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未区分企业规模统

一适用同一加计扣除比例。 现实中,规模越大的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率越高,转让收入越多。 而小微企业进

行创新活动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大,这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 因此未来应更加注重政策的长期效果和可持续

发展,通过对现行优惠政策进行整合修订,形成规范的制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减税政策不应仅满足于刺

激经济短期恢复与发展,而应通过创造更加公平的制度环境,提升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并实

现经济转型升级。
(三)提高政策宣传力度,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税务机关宣传力度影响小微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而影响减税成效。 但是,小微企业由

于具有经营规模小、财务人员能力不高等普遍特点,对于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了解并不深入。 这就需要税

务机关开展针对性强的纳税宣传辅导,帮助小微企业及时了解最新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办理流程手续。 从而

最大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因不了解政策而无法享受优惠的小微企业数量。 为此,税务机关可以充分

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依托信息化手段,构建多平台宣传机制等方式来提升政策宣传力度。
另外,要继续推进税务机关“放管服”改革,提升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水平。 郑烨等[62] 通过调查研究发

现,“放管服”改革显著提升了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此外,应持续推进涉税行政审批改革以简化纳税人办

税手续,同时不断完善税务管理工作。 复杂的办税流程于无形中增加了小微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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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打消了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政策的适用性,与国家初衷相违背。 田彬彬等[63] 以

2008 年后我国推行的税收优惠备案制改革为背景,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显著提升了纳税遵从度高的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落地程度。 因此,未来需要降低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制度成本和信息成本,真正实

现“应享尽享”。 同时也应加强政策执行力度并完善监督机制。 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监测评估机制,及时

发现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保障政策的有效性,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地

生根、惠及广大小微企业。

七、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评述

本文基于 2004—2024 年 116 篇来源于 CSSCI 的中文文献并结合部分英文文献,展现了我国小微企业减

税政策的研究动态,揭示了我国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实施成效、面临的挑战与未来优化方向。 小微企业减

税政策对企业的微观决策及我国宏观经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学者们也注意到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

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受到政策制定不合理、税收征管强度加大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小微企业在享受政策红

利方面面临困难,导致减税效果未能达到预期。 针对上述问题,有不少学者关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小微

企业减税政策展开了讨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总结如图 1 所示,直观地呈现了分析框架。

图 1　 研究框架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关于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减税政策效果与影响机制的研究仍然不足。 当前,尽管学术界已经涌现出一定数量的研究成

果,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减税政策对于小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负债结构的优化及

吸纳就业能力的提升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但针对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要素,如经营效益的实质性提升、
创新能力的激发与市场竞争力的增强等方面,其受减税政策影响的深层次机制与具体效果尚不明晰。 因

此,未来仍需开展更为广泛而细致的研究,以揭示减税政策作用于企业核心发展要素的更为全面和深入

的机制路径。
二是,研究范围较窄。 目前,大多数研究仅聚焦于单一减税政策(如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进行效

应评估,忽视了政策间可能存在的互补性、替代性或叠加效应。 这限制了对政策组合效果的全面把握。 这

种研究范围的局限性,不仅未能充分展现小微企业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的多样反应,也未能深入挖掘其他类

型的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成长的潜在影响。 因此拓宽研究视野,将小微企业置于更广泛的经济背景中,探
讨多种财税政策工具的综合效应,对于丰富小微企业研究体系、促进政策精准施策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政策优化建议缺乏科学分析。 当前,尽管已有研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或者经验认知提出了一系

列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受限于数据的局限性和分析方法的单一性,导致结论可能带有一

定的主观色彩,缺乏全面性和前瞻性。 小微企业数据记录不完善、统计标准差异及跨期比较难度导致评估

不确定性大,且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全面反映差异化影响。 同时,依赖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或案例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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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研究,在捕捉减税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复杂关系、动态反馈机制及长期影响方面能力不足。 因此,
未来需加强数据收集与整理,建立小微企业数据库,支持多维度评估。 同时探索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

科学精细的分析模型,为政策精准制定与动态调整提供坚实基础。
四是,国际比较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当前,国内学术界在探讨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时,对于国际上的先进

做法和成功案例缺乏关注与借鉴。 未来应拓宽研究视野,通过把握其他国家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发展趋

势,提升我国在减税政策制定上的创新性。 通过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可以借鉴他国在促进小微企业成长、优
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减税政策路

径。 因此,深化国际视野,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对于提升我国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具有

重要意义。
(二)未来展望

关于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可以深入研究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影响机制。 在研究过程中,通过采用多元化的研

究方法,如实证研究、案例剖析及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全面且精确地检验政策的实施效果。 未来的研究可以

聚焦于目前尚未充分阐释的维度,通过构建更为精确的理论模型,结合实地调研与长期跟踪的数据,系统分

析减税政策如何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小微企业的运营效率、研发投入、产品与服务创新等方面。 从而为政策

制定者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的决策依据,促进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不断优化。
第二,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小微企业减税政策体系的整体效能,有必要深入开展减税政策之间的协同

效应研究,以及减税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金融政策、创业扶持政策、产业政策等)之间的联动效应研

究。 未来的研究应当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同时纳入多种减税政策,并探讨这些政策在促进小微企

业成长中的协同作用机制。 此外,研究还需进一步拓展至减税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联动效应。 例

如,探讨减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作用,分析如何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成本来增强其信贷获取能力,进而促

进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分析减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探索如何通过税收优惠引导小微企业向高

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总而言之,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

的政策分析体系,通过深入研究减税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减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联动效应,为政府之

后制定综合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为了提升小微企业减税政策设计的精准度与有效性,亟需为政策的优化设计提供更加科学、客观

的判断依据和理论参考。 未来的研究应当引入更为精确的分析工具,如模拟测算、政策仿真模型等,以实现

对不同政策场景下减税效果的量化评估。 通过构建包含小微企业行为特征、市场环境变化、宏观经济波动

等多因素在内的综合模型,模拟不同减税政策组合对小微企业发展的具体影响。 在此基础上,利用敏感性

分析、边际效用分析等方法,可以进一步确定在不同经济环境、行业特点和企业发展阶段下,减税政策的最

佳作用力度和范围,即“最优减税政策区间”。 这不仅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加精准地把握减税政策的

“度”,避免政策力度过大导致的资源浪费或力度不足而无法有效激发企业活力的问题,还能够为政策的动

态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确保减税政策能够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应对。 因此,未来研究还应致力于构

建一个集成化、动态化的减税政策优化设计框架,通过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分析,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减

税政策提供有力支持。
第四,为了拓宽国际视野并深化对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理解,未来还需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经

验。 未来应当加强关于国外如何有效激励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减税政策案例,全面了解其制定背景、政策框架、具体措施、实施效果及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这不仅

能有助于认识全球范围内减税政策的最佳实践,还能揭示出不同政策环境下的异同点,为我国政策的改进

和创新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通过国际比较,也可以学习到其他国家在减税政策设计上的思路,如如何

平衡政策激励与财政可持续性、如何精准定位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如何构建有效的政策执行与监督机制

等。 同时,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国政策体系中可能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推
动我国小微企业减税政策向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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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st
 

dynamic
 

market
 

entities,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 SM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SMEs
 

have
 

always
 

been
 

the
 

key
 

support
 

target
 

of
 

Chinas
 

tax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focus
 

of
 

scholars
 

attention.
  

The
 

literature
 

collection
 

process
 

was
 

first
 

introduced,
  

with
 

an
 

analysis
 

of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an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SM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micro-enterprise
 

operations
 

and
 

macroeconomic
 

impac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for
 

SMEs
 

were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After
 

that,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ax
 

reduction
 

effects
 

for
 

SMEs
 

we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ax
 

system,
  

micro-enterprises
 

and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the
 

optimization
 

path
 

for
 

tax
 

reduction
 

policies
 

for
 

SMEs
 

was
 

discussed.
  

Finally,
  

the
 

current
 

research
 

deficiencies
 

related
 

to
 

SMEs
 

were
 

analyzed,
  

and
 

four
 

directions
 

that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hould
 

focus
 

on
 

were
 

pointed
 

out.
 

These
 

include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impact
 

mechanisms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for
 

SMEs,
 

thoroughly
 

examining
 

the
 

linkage
 

effects
 

among
 

tax
 

reduction
 

policies
 

and
 

between
 

tax
 

reduction
 

policies
 

and
 

othe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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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ax
 

reduction
 

policy
 

design,
 

and
 

conducting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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