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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的乡镇企业有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方法、误差修正模型和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
检验方法，对乡镇企业税收负担、利润水平与农民非农就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

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安置就业和税收负担在短期内影响企业盈利情况；安置就业与企业盈利在长期内互

为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因此，国家应综合采取税收优惠、金融支持与政府培训等政策，以提高乡镇企业盈利水平和
扩大农民非农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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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３０ 年来，作为我国中小企业中坚力量的乡镇企业，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即便
如此，乡镇企业在自身规模发展和促进经济建设等方面仍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其最主要贡献在于就近

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迁移就业。

本文将农民就业主要分为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农业就业是指在农村从事农业（包括农林牧渔

业）生产，而非农就业则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迁移就业，此为狭义概

念，不包括城市就业。本文的研究范畴为“乡镇企业”，抛开城市就业的农民非农就业部分，乡镇企业

在吸纳非农就业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要渠道。以 ２００９ 年为例，全国 ２００３
个县级市、县和自治县共有乡镇企业 ２７１１ 万个，乡镇企业安置非农就业共 １５５５８ 万人，占全国就业总
数的 １９． ９５％，占乡村全部就业（含第一产业）的 ３２． ６９％，当年乡镇企业新增非农就业 ３６１ 万人，占全
国新增就业人数的 ７３． ６７％ ①。可见，乡镇企业在吸纳非农就业方面占有绝对比重。因此，分析乡镇

企业的就业水平对于解决农转非问题，具有一定研究意义。本文以乡镇企业为视角，试图研究农民非

农就业、企业税负和利润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②。

一、文献综述

乡镇企业农民就业状况是否与税收政策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能否影响就业安置，企业盈利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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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投资增加农民就业，这些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综合现有国内外文献看，国外相关研究

起步较早，但由于国外没有单独安置农民的乡镇企业，其研究视角均为广义上的就业和税收政策，如

Ｓｃｈｕｌｔｚ于 １９６１ 年较早提出“税法对人力投资到处充满着歧视”［１］。这之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税
收优惠帮助企业盈利、刺激企业投资以安置更多就业方面。Ｅａｓｓｏｎ 和 Ｚｏｌｔ 提出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
向高失业地区的投资提供税收刺激，或者将税收刺激直接与就业挂钩，如将创造指定数额的新工作岗

位作为享受税收优惠期和其他优惠的条件［２］；Ｓｔｅｕｂｅｎ 的观点是，税制应该引导投资，鼓励增长、竞争
和就业，如果税率过高导致企业没有合理的税后利润，那么这种税制就不会引导投资［３］；Ｍｃｌｕｒｅ 同样
认为采用税收政策来鼓励提供就业机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路径［４］；Ｏｗｅｎｓ 及 Ｖａｎ Ｏｅｒｓ 则进一步提出
了具体建议，即通过以税制增加工作报酬的方法、利用附有就业条件的税收抵免或福利金优惠措施来

促进农民就业的增长。如果措施不力，农民会被迫选择“用脚投票”，即通过跨地区流动寻找非农产

业就业机会［５ ６］。以上观点表明，西方学者充分认识到良好的税制对于引导投资和安置就业有着积极

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国外学者对农民非农就业与企业税负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国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安置就业与税收政策的理论研究。如

蔡窻、刘炳杰、刘广洋以及付伯颖等人，均是从理论层面阐述农民迁移和促进宏观就业的税收政策体

系构建，没有考虑农民非农就业的特殊情况［７ １０］。二是对税收收入与农民迁移的实证研究。陈本燕

通过建立投资、税收与农民迁移增长模型，论证了城乡人口增减对税收规模总量的影响［１１］；王春雷采

取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并提出相应税收政策［１２］；王娜和夏杰长则论证了税收对劳动

供给的影响［１３］。这些研究同样也没有涉及农民非农就业问题。三是对农民非农就业与税收政策关

系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少，目前检索到的仅有李鹏的文献，他对我国乡镇企业安置非农就

业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评析，但是他没有对税收与就业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１４］。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均没有涉及税收政策与非农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的乡镇企业有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试
图对乡镇企业税收负担、利润水平与农民非农就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动态分析，以从中发现规

律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安置非农就业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通过国家经

济税收政策的调控，以减税让利方式可以有效地刺激企业安置就业。但是，企业盈利情况对安置农民就

业也有很大影响，一个盈利很少甚至长期亏损的企业是不会雇佣很多员工的。由于影响乡镇企业安置

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选取农民非农就业水平、乡镇企业税收负担和盈利水平三个变量。其

中，以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代表乡镇企业所吸纳的农民非农就业水平，即 ＪＹ；以乡镇企业税收收入代表税
收负担，即 ＳＳ；企业盈利情况则用乡镇企业利润总额来表示，即 ＬＲ。三个变量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税收和利润情况时序图

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

和时间序列波动性，分别对三个

变量取自然对数，表示为 ＬＮＪＹ、
ＬＮＳＳ 和 ＬＮＬＲ。本文所用研究数
据资料均来自于《新中国农业 ６０
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年份）和《中国税务年鉴》

（相关年份），样本区间为 １９７８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０９ 年，我国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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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 １５２． ４２ 万户增长到 ２７３２． ６ 万户，增长了 １７． ９ 倍；安置非农就业从 ２８２６． ５５ 万人到 １５５５８ 万
人，增长 ５． ５ 倍；乡镇企业增加值从 ２０９． ３８ 亿元增长到 ８６７３３． ４５ 亿元，增长 ４１４． ２４ 倍；乡镇企业税
收收入从 ２１． ９６ 亿元增长到 ８８５４． ６２ 亿元，增长了 ４０３． ２１ 倍；乡镇企业利润总额从 ９５． ３４ 亿元增长
到 ２１７０６． ３２ 亿元，增长 ２２７． ６７ 倍。仅从增幅上看，企业增加值和税收增长基本同步，均在 ４００ 倍左
右。可见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自身盈利水平增长幅

度相对较小，安置农民非农就业增长幅度更小，且趋于平缓。

从图 １ 可以看出，乡镇企业税收和利润发展曲线非常接近，存在一定相关性。为消除三个变量的
异方差，本文对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税收收入和利润总额进行对数处理后再进行一阶差分处理。

三、实证分析

在宏观经济学中，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协整分析理论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分析的重要计量工具，该理论为
在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寻找平衡关系，以及用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奠定了

理论基础［１５］。本文主要采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格兰杰因果检验和 ＶＡＲ 动态计量模型，对农民非
农就业与税收负担、盈利水平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

（一）ＡＤＦ单位根检验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如果时间序列的均值随时间的延续而变化，那么该序列就是非平稳的时间序

列，因此应对所研究的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Ｄｉｃｋｅｙ和 Ｆｕｌｌｅｒ提出在一阶自回归基础上的 ＤＦ检
验需考虑三个随机过程［１６］：

ｙｔ ＝ ρｙｔ－１ ＋ μｔ （１）
ｙｔ ＝ ρｙｔ－１ ＋ ａ ＋ μｔ （２）
ｙｔ ＝ ρｙｔ－１ ＋ ａ ＋ ｔδ ＋ μｔ （３）
其中，ρ是有理数，ａ是常数项，ｔδ是时间趋势项，ｕｔ 是白噪声。若 ｜ ρ ｜ ＜ １，则序列 ｙｔ 是平稳的；若

｜ ρ ｜ ＝ １，则序列 ｙｔ 是非平稳的；而当 ｜ ρ ｜ ＞ １，序列 ｙｔ 是强非平稳的。因此，检验 ｙｔ 平稳性就是检验
｜ ρ ｜ 是否严格小于 １。

表 １　 ＬＮＪＹ、ＬＮＳＳ、ＬＮＬＲ和 ＤＬＮＪＹ、ＤＬＮＳＳ、ＤＬＮＬＲ单位根的 ＡＤＦ检验表

变量
检验类型

（Ｃ，Ｔ，Ｋ） ＡＤＦ检验值 Ｐｒｏｂ．
概率值

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１％
（９９％置信
水平下）

５％
（９５％置信
水平下）

１０％
（９０％置信
水平下）

检验结果

ＬＮＪＹｔ
ＬＮＳＳｔ
ＬＮＬＲｔ

（Ｃ，Ｔ，１）
（Ｃ，Ｔ，１）
（Ｃ，Ｔ，１）

－ １． ８０５６
－ ２． ５３７５
－ ２． ２３３９

０． ６７５９
０． ３０９２
０． ４５４４

－ ４． ３０９８
－ ４． ３０９８
－ ４． ３０９８

－ ３． ５７４２
－ ３． ５７４２
－ ３． ５７４２

－ ３． ２２１７
－ ３． ２２１７
－ ３． ２２１７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ＤＬＮＪＹｔ （Ｃ，０，１） － ２． ９８２２ ０． ０４８５ － ３． ６７９３ － ２． ９６７８ － ２． ６２３０ 平稳

ＤＬＮＳＳｔ （Ｃ，０，１） － ３． ４７３８ ０． ０１６２ － ３． ６７９３ － ２． ９６７８ － ２． ６２３０ 平稳

ＤＬＮＬＲｔ （Ｃ，０，１） － ３． ３９９６ ０． ０１９３ － ３． ６７９３ － ２． ９６７８ － ２． ６２３０ 平稳

　 　 注：表中的 Ｄ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Ｃ，Ｔ，Ｋ）中的 Ｃ、Ｔ和 Ｋ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
和滞后阶数；０ 是指检验方程不包括常数项或线性时间趋势项。

（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
表 ２　 ＬＮＪＹ、ＬＮＳＳ和 ＬＮＬＲ的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结果表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５％临界值 Ｐ值
不存在协整方程 ０． ５６９３ ３２． ４０２５ ２９． ７９７１ ０． ０２４５

至多存在 １ 个协整方程 ０． ２６８２ ８． ８１９９ １５． ４９４７ ０． ３８２３
至多存在 ２ 个协整方程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７６７ ３． ８４１５ ０． ７８１８

　 　 注：秩检验说明有一个协整方程，并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前文已经确立了 ＬＮＪＹ、ＬＮＳＳ 和
ＬＮＬＲ的单整阶数，为对这三个变量
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进行研究，笔者

对变量时间序列进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极大
似然法协整性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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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２ 可以得出，迹检验和极大特征值检验方法均表明在 ５％ 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方程，
即 ＬＮＪＹｔ、ＬＮＳＳｔ、ＬＮＬＲｔ 之间有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以 ＬＮＪＹｔ 为因变量，ＬＮＳＳｔ、ＬＮＬＲｔ 为自变量做回
归，得到如下长期均衡方程：

ＬＮＪＹ ＝ ０． ３５５０ＬＮＳＳ ＋ ０． １３９６ＬＮＬＲ ＋ ［Ａ（１）＝ ０． ９９３５］ （４）
　 　 　 （２． ５７９２）　 　 　 　 （１． ０１４１）　 　 　 　 （１９３． ０８５５）
模型的 Ｒ２ ＝ ０． ９８９，Ｒ２ａｄｊ ＝ ０． ９８０７，ＤＷ ＝ ０． １１９。
可见，ＬＮＪＹｔ、ＬＮＳＳｔ、ＬＮＬＲｔ 之间存在方程（４）所描述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解

释了 ＬＮＪＹｔ 变化的 ９８． ９％。从长期均衡方程可知，ＬＮＳＳｔ 每增加 １个单位，ＬＮＪＹｔ 增加 ０． ３５５０个单位；
ＬＮＬＲｔ每增加１个单位，ＬＮＪＹｔ增加０． １３９６个单位。相对于乡镇企业利润，企业的上缴税收对非农就业
的影响较大，因此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来影响非农就业的效果将会较为明显。

（三）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述协整检验结果，ＬＮＪＹｔ、ＬＮＳＳｔ、ＬＮＬＲｔ 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即能否利用各个变量发挥作用的时间差和滞后效应，并根据变量各自的前期指标在解释影响对

方指标中的显著程度来判断相互的依赖性，还需进一步验证。由于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
敏感，而我国乡镇企业又是比较特殊的企业类型，其员工身兼工人和农民双重身份，自身素质和工作技能参

差不齐，导致其非农就业安置期、投资回报期和税收效应显现期都比其他企业要长。因此，本文采用依次滞

后多阶的方法，观察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因果关系模型中的滞后期数分别取 １至 ９（因样本量少，从滞后 ９
期开始，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不再执行）。ＬＮＪＹｔ、ＬＮＳＳｔ、ＬＮＬＲｔ 之间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ＬＮＪＹ、ＬＮＳＳ和 ＬＮＬＲ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

滞后阶数 因果关系假定 Ｆ统计量 Ｐ值 结论

１ ＬＮＬＲ不是 ＬＮＪ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 ７４７３ ０． ３９４９ 接受

ＬＮＪＹ不是 ＬＮＬ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４． １３６３ ０． ０５１９ 拒绝

ＬＮＬＲ不是 ＬＮＳＳ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 ５８１４ ０． ２１９３ 接受

ＬＮＳＳ不是 ＬＮＬＲ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７． １８１７ ０． ０１２４ 拒绝

５ ＬＮＬＲ不是 ＬＮＳＳ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３７８５ ０． ０８８７ 拒绝

ＬＮＳＳ不是 ＬＮＬＲ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 ４０４６ ０． ２７８３ 接受

７ ＬＮＬＲ不是 ＬＮＳＳ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７３９４ ０． ０８０６ 拒绝

ＬＮＳＳ不是 ＬＮＬＲ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 ３４２４ ０． １１６８ 接受

９ ＬＮＬＲ不是 ＬＮＪ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５３． ４４２１ ０． ００３７ 拒绝

ＬＮＪＹ不是 ＬＮＬＲ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７． １３４０ ０． ０１９７ 拒绝

表 ３ 列出了从滞后 １ 期到滞后 ９ 期所有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中含有显著项的结果。从这些检
验结果不难推断，非农就业水平、企业利润和企业税收总额之间存在着单向和双向因果关系。滞后 １
期时非农就业水平和企业税收总额是直接影响企业利润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分别具有 ９４． ８１％ 和
９８． ７６％的解释能力；滞后 ５ 期和 ７ 期的企业利润是影响企业税收总额增减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均具有
９１％以上的解释能力；滞后 ９ 期时，非农就业水平和企业利润互为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都具有 ９８％以
上的解释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三个变量发挥作用的时间差和滞后效应，来判断各自变量的前

期指标对解释影响其他指标显著程度的依赖性。

（四）ＶＥＣＭ误差修正模型
为进一步确定变量之间具体的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可知，一旦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误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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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存在能够纠正这种偏差。本文建立反映 ＬＮＪＹｔ、ＬＮＳＳｔ 和 ＬＮＬＲｔ 之间短期动态均衡关系的误差
修正模型如下：

ＤＬＮＪＹｔ
ＤＬＮＳＳｔ
ＤＬＮＬＲ










ｔ

＝
０． ０３６６
０． １４７５
０．







１０４８
＋
　 ０． ５１２５　 　 ０． ３４３０　 ０． ３２５６
　 ０． ０４３６　 　 ０． ２８７２　 ０． ２６１４
－ ０． ０９６３　 －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２３０

ＤＬＮＪＹｔ－１
ＤＬＮＳＳｔ－１
ＤＬＮＬＲｔ－










１

＋
－ ０． １５８５
－ ０． １５３２
　 ０．







１２４６
ｅｃｍｔ－１ ＋ εｔ

（５）
其中误差修正模型项为

ｅｃｍｔ－１ ＝ ＬＮＪＹｔ － ０． ３４３４ＬＮＳＳｔ ＋ ０． １２６６ＬＮＬＲｔ － ７． ８５１７ （６）
三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１）以 ＤＬＮＪＹｔ 为因变量时，上一期 ＤＬＮＪＹｔ 每变动 １，即期 ＤＬＮＪＹｔ

将扩张０． ５１２５，ＤＬＮＳＳｔ每变动１，ＤＮＬＪＹｔ将扩张０． ３４３０，ＤＬＮＬＲｔ每变动１，ＤＬＮＪＹｔ将扩张０． ３２５６；（２）
以 ＤＬＮＳＳｔ为因变量时，前一期 ＤＬＮＪＹｔ的 １个变动对即期 ＤＬＮＳＳｔ的影响是扩张 ０． ０４３６，ＤＬＮＳＳｔ每变
动 １对 ＤＬＮＳＳｔ 影响是扩张 ０． ２８７２，而 ＤＬＮＬＲｔ 每变动 １，则 ＤＬＮＳＳｔ 扩张 ０． ２６１４；（３）以 ＤＬＮＬＲｔ 为因
变量时，ＤＬＮＬＲｔ和ＤＬＮＳＳｔ上一期变动对ＤＬＮＬＲｔ皆为收敛效应，分别为０． ０９６３和０． １０７４，ＤＬＮＬＲｔ对
自身的修正为扩张 ０． ０２３０。仅从就业长期均衡趋势偏离的收敛机制来看，可以知道：（１）当 ＬＮＪＹｔ －
０． ３４３４ＬＮＳＳｔ ＋ ０． １２６６ＬＮＬＲｔ － ７． ８５１７ ＞ ０ 时，ｅｃｍｔ－１ 对 ＬＮＪＹｔ 增长起收敛作用；（２）当 ＬＮＪＹｔ －
０． ３４３４ＬＮＳＳｔ ＋ ０． １２６６ＬＮＬＲｔ － ７． ８５１７ ＜ ０时，ｅｃｍｔ－１ 对 ＬＮＪＹｔ 增长起扩张作用。由于 ｅｃｍｔ－１ 的系数为
－ ０． １５８５，说明长期均衡趋势误差校正项对 ＬＮＪＹｔ 增长的调整幅度为 １５． ８５％，相应的 ＬＮＪＹ、ＬＮＳＳ和
ＬＮＬＲ的残差图见图 ２。其他两个方程收敛机制作用解释略。

图 ２　 ＬＮＪＹ、ＬＮＳＳ和 ＬＮＬＲ的残差图

图 ３　 ＥＣＭ模型的协整关系图

图 ３ 对 ＥＣＭ 模型进行了分析，零线均线代
表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稳定关系。１９８４ 年左
右的误差修正项绝对值比较大，表明该时期短期

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比较大，随后误差修正项

的数值比较小，表明这些时期短期波动偏离长期

均衡关系的幅度比较小。误差修正模型表明，非

农就业水平、企业税收总额、企业利润三者之间

的某一变量在初期偏离了与其他变量之间的长

期均衡水平，但能在短时期内迅速调整到均衡状

态，显示出较好的整体数据效果。

（五）向量自回归分析

向量自回归分析是以任一变量为因变量时，来自变量本身和其他变量滞后值的一个标准差的随

机扰动项所产生的影响和路径，本文主要是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模型进行分析。图 ４ 中脉
冲响应函数曲线的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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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踪期数设定为 １０ 年。

图 ４　 ＤＬＮＪＹ、ＤＬＮＳＳ和 ＤＬＮＬＲ对于 １ 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

从图 ４ 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发现。
１． 以 ＤＬＮＪＹ为因变量时，来自 ＤＬＮＪＹ本身和 ＤＬＮＳＳ、ＤＬＮＬＲ的滞后值的 １ 个标准差的随机扰动

项所产生的影响和路径为：（１）就业人数对其自身标准差新息的正向响应比较强，虽然前 ５ 年处于波
动状态，但从第 ６ 年开始具有较为稳定的持续性，在后期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趋势，表明安置就
业与其滞后值具有较强的关联度；（２）就业人数对税收收入的响应为日趋稳定的正向联系；（３）就业
人数对利润总额的扰动始终是反向响应，其中第 ４ 年的反向影响最强。
２． 以 ＤＬＮＳＳ为因变量时，来自 ＤＬＮＳＳ本身和 ＤＬＮＪＹ、ＤＬＮＬＲ的滞后值的 １ 个标准差的随机扰动

项所产生的影响和路径为：（１）乡镇企业税收对自身的响应在前期有明显下降，但长期看呈现较强并
保持稳定的正向响应，这说明当前的税收水平与其滞后值也有较强和稳定的关联关系；（２）税收收入
对就业水平的响应，虽然前期和中期有不稳定的起伏影响，但总体是较强的正向影响；（３）税收收入
对利润总额新息扰动的响应呈先强后弱的反向影响，其中第 ２ 年的反向影响最强。
３． 以 ＤＬＮＬＲ为因变量时，来自 ＤＬＮＬＲ本身和 ＤＬＮＪＹ、ＤＬＮＳＳ的滞后值的 １ 个标准差的随机扰动

项所产生的影响和路径为：（１）利润总额对自身扰动响应为正向响应，表明乡镇企业盈利水平只对其
自身滞后值的新息冲击具有先强再弱逐渐趋于平稳的较弱关联关系；（２）乡镇企业利润总额对就业
水平的响应经过前 ５ 年波动后趋于稳定，而且就业人数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始终很大；（３）利润总额对
税收收入基本处于稳定的正向相应，显示税收收入与利润总额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根据图 ４ 得出的分析结论与前述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基本一致。
为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笔者对各个变量的预测方差进行了分解，以区分冲

击在 ＤＬＮＪＹ、ＤＬＮＳＳ和 ＤＬＮＬＲ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ＤＬＮＪＹ、ＤＬＮＳＳ和 ＤＬＮＬＲ预测方差的分解图

从图 ５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结论。
１． 在乡镇企业就业的预测方差中，就业人数第 １ 年对自身的贡献率全部来源于它自身，随着滞

后期的延长，来源于税收和利润扰动的影响逐渐加大，但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对自身始终保持非常高的

贡献率；企业税收收入对就业人数的贡献率由开始的 ０ 逐渐增大至第 ４ 年的 １１％，之后便基本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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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比重，这表明乡镇企业税收对就业人数的贡献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乡镇企业利润贡献情况与税

收收入贡献率几乎一致，但利润贡献率略低于税收贡献率。

２． 在乡镇企业税收收入的预测方差中，就业人数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呈逐年缓慢提高趋势；税
收收入对自身的贡献率先是 ３４％，接着逐渐减小至 ２０％，表明乡镇企业税收收入对自身的贡献率逐
年降低；利润总额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始终非常低。

３． 在乡镇企业利润总额的预测方差中，就业人数对利润总额的贡献率在第 ２ 年提升后基本保持
稳定，表明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对利润总额经过 １ 年大幅上调后缓慢提高贡献比重；税收收入对利润总
额的贡献率经过第 ２ 年的短暂下调后趋于稳定；利润总额对自身的贡献率整体呈逐渐降低趋势。

前述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整体检验结果拟合度较高，因此，乡镇

企业安置农民非农就业、税收负担和盈利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相关关系。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的乡镇企业有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
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乡镇企业税收负担、利润水平与农民非农就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

究，得出以下结论。

１． 非平稳序列 ＬＮＪＹ、ＬＮＳＳ 和 ＬＮＬＲ 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均为一阶单整，而且三者之间的线性
组合平稳且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乡镇企业安置农民就业与税收负担和盈利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

影响。税收收入的对数值每增加 １ 个单位，农民非农就业对数值相应增加 ０． ３５５０ 个单位，安置就业
速度明显偏低；利润总额的对数值每增加 １ 个单位，农民非农就业对数值增长 ０． １３９６ 个单位，对安置
就业影响更低。上述结论证明乡镇企业安置就业的速度明显低于其税收收入增长和利润总额的增长

速度。

２． 从误差修正模型来看，三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表明，前一年乡镇企业安置就业人数对当年
就业人数的影响较大，而税收收入短期变动的影响程度与长期影响程度基本相似，说明税收收入对非

农就业的影响相对稳定，但利润总额短期变动对安置就业的影响要比长期变动的影响大，即乡镇企业

的利润水平状况很快就反映到非农就业安置上。乡镇企业安置就业人数与其长期均衡值产生的差距

中有大约 １５． ８５％可在下一年得到纠正或清除，短期调整到长期均衡的周期大约为 ６ 年。
３． 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看，乡镇企业在创办初期（１ 至 ２ 年时间内），安置就业和上缴税金都直

接影响企业盈利水平，从中期开始，企业盈利情况反映到税收收入上，而安置非农就业与乡镇企业经

营成果之间双向关系直到第 ９ 年才显现，这也说明我国乡镇企业安置农民就业后，为企业带来稳定的
相关收益有一个很长的时滞过程。这一结论与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如宋永春认为，我国全

部乡镇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足 ３ 年，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力很脆弱［１７］。

４． 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表明，我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与税收收入和利润总额中任一因素的变
化，都会引起自身和其他因素的正向或反向变化，且均对自身影响显著。就业人数对自身影响最大，

税收收入较低，利润总额最低；税收收入的变化对就业人数影响小但有波动，对利润总额影响略大并

趋于平稳；利润总额的变化对安置就业和税收收入都呈反向影响；安置就业的变化对税收收入和利润

总额影响都是前 ５ 年强度和幅度较大，中后期均趋于平稳。从贡献率看，税收收入对安置就业的贡献
较低且保持稳定，对利润总额的贡献率要高一些且比较稳定；利润总额对就业人数的贡献率较低但比

较稳定，表明乡镇企业盈利后，并没有安置更多的非农就业；利润总额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最低，接近

于 ０；安置就业人数对税收收入和利润总额的贡献率均很高。可见，从长期看，农民的非农就业既给
国家带来税收，也给企业带来财富。

·４４·



（二）政策建议

为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我国未来实现非农就业的重心依然是加强中小城镇建设，依托乡镇

企业解决非农就业。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如果一个企业长期没有利润，那么该企业既不会继

续经营下去，更不会考虑安置就业问题。我国农民无论是在知识结构、工作经验还是基本技能上，都

无法与曾有过在岗经历的城市失业人员相比，乡镇企业安置非农就业要比城市企业安置下岗职工困

难得多，要付出更大的培训成本和时间支出，从而导致利润回报不仅周期长而且也低得多。为延长乡

镇企业生存周期，政府需要在税收、金融和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

首先，政府要制定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税收优惠政策。从本文结论看，乡镇企业创办后一至两年

时间是关乎乡镇企业存亡的关键期，有些企业即使度过这一时期也会面临长期微利的局面，这就需要

政府针对不同的企业情况制定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减税让利优惠政策，帮助乡镇企业走出困境。例

如，对投资较大、经营期较长（如 １０ 年以上）的乡镇企业应给予所得税政策上的支持。具体操作上，
可由企业申请并经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对新投资县域城市公路、水利、电站等基础设施

开发经营的企业，以及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等的生产性企业，第 １ 年至第 ５ 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 ６ 年至第 １０ 年减征企业所得税；对从事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
投资超过一定数额的乡镇企业，第 １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２ 年和第 ３ 年减征企业所得税。优惠期满
后纳税仍有困难的，经批准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给予适当减免税照顾。同时，对乡镇企业发生的农民

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

其次，政府应对安置非农就业制定专项税收优惠政策。从本文结论还可以看出，乡镇企业盈利增

加未必会增加就业，因此，税收优惠政策应与安置农民就业数量“挂钩”，即根据乡镇企业安置农民就

业的多少来确定税收优惠期限或优惠程度。具体措施为，只要乡镇企业与非农就业的农民签订 １ 年
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经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和税务机关审核，就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对该乡镇企业

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如，对现有的服务型乡镇企业（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新增加的岗位，当年新招

用农民达到职工总数 ３０％以上，在 ５ 年内根据招用人数按年度应缴所得税额的一定比例减征企业所
得税；对新开办的服务型乡镇企业（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达到前述条件的，５ 年内免征企业应缴纳的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此外，对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乡镇企

业和乡镇中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每吸纳 １ 名农民，每年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一定数额税收扣
减优惠，当年不足扣减的，可结转至下一年继续扣减，但结转期不能超过两年［１８］。

再次，政府要营造有利于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融资环境。除了上述对乡镇企业给予相关税收减

免优惠外，还需要地方政府从融资环节上对乡镇企业给予支持，帮助其延长存续周期。近年来，农村经

济高速发展与农村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的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乡镇企业作为

各类企业中的“弱势群体”，在资本积累、创业项目、员工素质、经营规模和投资收益等方面都无法与城市

企业相比，因此，社会对其投资意愿明显不足。为鼓励乡镇企业创业和发展，必须大力完善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为乡镇经济提供充足信贷支持。我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取得一定的阶

段性成果，但相对于我国众多的乡镇企业，改革进程还应进一步加快，特别要充分发挥小额贷款的作用，

对鼓励类投资项目，各级金融机构应适当放宽贷款条件，积极对乡镇企业进行信贷上的扶持。

最后，加强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以适应非农就业要求。为减轻乡镇企业创立初期的培训成本负

担，可由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起培训职责，通过加强对农民就业前的基本技能培训，提高其适应新就业

环境的能力，使其尽快地融入非农产业部门。具体措施有：一是建立培训机构，在各级乡镇建立专门

培训机构，根据当地产业和企业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咨询和培训；二是丰富培训内容，近年来，很

多农民已具备一定的初级知识储备，可对这些农民进行生产技能、企业文化、人际沟通、劳动保护等方

面的培训；三是强化培训保障，政府应加大投入，各部门通力协作，严格落实培训补贴政策，降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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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支付压力，对初次参加培训的农民可一律免除培训费用［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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