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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背景

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是我国近年来重要的税制改革之一，旨在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

济转型升级。

企业投资行为重要性

企业投资行为是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营改增通过改变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研究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

响，有助于深入了解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为企业优化投资决策和政府完善税制改革提供参考。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营改增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税制改革背景、政策效应和

企业应对策略等方面，对营改增

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

较少。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税制改革和企业投资

行为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由于国

情和税制差异，国外研究成果对

我国营改增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

评述

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营改增对

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

深入研究的问题。通过实证研究，

可以揭示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

的具体影响及其机制，为政策制

定和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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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
响及其机制，为政府完善税制改革和企业优化投资决策提
供参考。

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
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检
验，揭示营改增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最后，根据实
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文献
研究法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实证分析法运用双
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营改增对企业投资
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



营改增政策背景及

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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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改革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以适

应新的经济形势，营改增是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

环。

国际经验借鉴

许多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实行了增

值税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推动税

收制度的现代化。

营业税与增值税并存问题

在营改增之前，我国实行营业税和增值税并

行的税收制度，导致重复征税、税负不公等

问题。

营改增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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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效果

营改增有效减轻了企业税负，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01

改革时间线

自2012年开始试点，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最终于2016年全面推

开营改增试点。

02

改革内容

将原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同时调整增值税税率

和征收方式。

营改增实施情况



投资成本降低
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降低了企业投资成

本，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

投资结构优化
营改增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

促进了企业投资结构的优化。

投资效率提高
营改增促进了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

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

投资环境改善
营改增推动了税收制度的公平和透明，改善

了企业投资环境。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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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简称DID模型）是一种用于评估政策效应或事件影响的计量经济学方法。

它通过比较处理组（受到政策或事件影响的样本）和控制组（未受到政策或事件影响的样本）在政策或事件发生前后的差异，

从而消除时间趋势和其他潜在干扰因素的影响，准确地估计出政策或事件的净效应。

DID模型适用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面板数据，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或事件发生前的趋势是一致的。此外，DID模型还要

求政策或事件是外生的，即不受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

双重差分模型原理及适用性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企业投资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衡量营改增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同时

，选取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现金流状况

、行业特征等。

变量选取

本研究使用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样本期间为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若干年，具体根据研究需要和数

据可得性而定。

数据来源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777051201131006122

https://d.book118.com/777051201131006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