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权分散型企业所得税逃税研究 

文/姚志勇 王 胜 

   企业的逃税决策与其经营管理有关，在对现代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的讨论中，我们不得不考
虑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在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步分离的过程
中，企业内部也出现了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股权分散型企业的经营管理，很大
程度在其代理人的控制之下，公司的逃税决策也主要由经营者做出。作为独立的经济人，委托人和
代理人都有着较强的自利倾向，追求既定条件下的自身利益最大化，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利
益的不一致。经营者一方面出于所有者利益考虑进行逃税，另一方面也会利用职权为自身牟利。在
国外对现代企业逃税的理论研究中，Chen 和 Chu（2002）首先从企业委托-代理关系角度入手，对
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最优逃税决策进行了分析。John c. coffee（2005）在比较欧美公司财务舞
弊的区别时也指出，在公司的经营管理惯常出现的欺诈及避税手法中，管理者倾向于从事利益操纵
使自己获利。国内学者中，刘华（2007）则认为，逃税造成账面利润的降低会降低管理者收入，因
此，经营者会主动向所有者索取一定的风险贴水，并对逃税机理做出了研究。 
   此外，经营者的逃税行为往往不受法律的约束，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税法中缺乏对从事逃税行
为的企业经理人直接进行处罚的条例，而真正对代理人的作假帐或是逃税行为具有约束力的是《会
计法》和《公司法》，其主管部门分别是我国的财政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与税务稽查人员
的访谈中了解到，我国的税务部门与财政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很少往来，也缺乏一个信息共享
平台。对于企业从事逃税活动，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主要是针对纳税人进行处罚。以上市公司为
例，过去10年查获的各类公司会计造假案件并最终使相关经营者受到处罚的不足100例，其概率远
低于1%。迄今为止，监管部门主要依靠行政处罚手段来应对会计信息造假，对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
责任的少之又少。因此，《税收征管法》对经营者的相应处罚实际上缺乏威慑力。可以说我国企业
管理人员在存在舞弊行为时被稽查的概率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下我们将建立模型，对股权
分散型企业的逃税决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经营者如实报告公司利润下的企业逃税决策 
   这里，我们假设企业经营者将如实向股东们汇报公司利润，并没有利用权力隐匿部分公司收
入或资产。公司的真实利润，即账面利润。公司的逃税决策主要是由经营者代理做出，并且有机会
在操纵逃税的过程中，为自身牟利。股东们事实上并不清楚公司经营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
成为企业逃税的受益者，因此通常不会反对经营者的这一举动。与股权集中型企业逃税状况相同的
事，逃税成本由全体股东承担，也为，而经营者并不会因为逃税被稽查而受到来自税务当局的惩
罚。但经营者会在逃税的过程中利用职权，将一部分本属于股东的这种“额外”收益，转化为自身
的收益。为此，它需要付出一定的私人成本，用表示，假定是逃税比例的函数，，且本身及其一阶
导数均存在反函数，，。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基本模型： 
   全体股东的所得函数为： 
   （1） 
   其中，第一项为股东的账面税后收益，第二项为逃税部分的收益，为经营者的内部操纵系
数，而则可视为股东的外部控制系数。 
   而经营者的所得函数为： 
   （2） 
   通过（1）式对求导，并令其等于零，可以得到股东们期望的所得税逃税比例，即：。由此可
以发现，企业的所有者在清楚企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情况下，对逃税的态度并不明确。他取决
于税收执行力度、税率和经营者的代理行为。其中税收执行力度只会对逃税的程度造成影响，而所
有者们的逃税倾向取决于税率和经营者的代理行为。高税率会使得所有者倾向于逃税，而高的内部
操纵系数，会极大的降低股东们的逃税热情。因为股东们享受不到逃税带来的全部利益，所以不再
愿意冒着较高的风险支持经理人逃税。 
   同样通过（2）式对求导，并令其等于零，可以得到经营者期望的所得税逃税比例，即：，并
令其等于零，在经理人最优选择条件下，由反函数导数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和所有者不同的是，
经理人的逃税决策与税率和税收执行力度无关，只与公司的账面收益和他的内部操纵能力以及私人
成本相关。面对高的公司盈利状况和拥有强的控制能力，经营者往往会致力于逃税，以获取高收
益。 
   联立方程（1）和方程（2）求导还可以得出：，即企业最优逃税比例。总的来说这一结论相



 

对简单，它综合反映出了税率、税收执行力度、账面收益和逃税的私人成本对企业逃税决策的影
响。但在我们此处的假设中，经理人对公司的内部操纵程度并不是很强，更多的是以下面一种状
况。 
   二、经营者隐匿部分公司收益下的逃税决策 
   在现实情况下，一些大公司的真实收益和账面收益往往是有差距的。企业经营者，尤其是一
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代理人，他们甚至有机会在企业经营中利用自己掌握的和公司有关的 “私人”
信息，隐匿一部分公司收益，从中为自身牟利。被隐匿的这部分收益或资产，一般情况下并不为股
东所知晓，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被暴露出来，如：该部分资产逃税被稽查，或是媒体曝光等，在
此将这些因素的概率定义为：。但经营者也无法获取被隐匿的全部收益，他也只能通过其控制权，
享受部分未进行逃税处理的隐匿收益和逃税部分的全部收益。这时，公司的逃税额事实上为：，股
东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变为：。同样，经理人需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一定的私人成本，。 
   考虑到经营者的这些行为，我们对以上模型进行了补充得到： 
   全体股东的所得函数为： 
   （3） 
   其中第三项为企业所有者在一定概率下能够获得的，被经营者隐匿部分的税后收益，最后一
项为对真实收益进行逃税所承担的风险。 
   而经营者的所得函数为： 
   （4） 
   其中第二项为经营者通过内部操纵，在一定概率下更够获得的被其隐匿部分的税后收益，第
三项为经营者获取的隐匿收入逃税部分的全部所得。 
   则联合（3）、（4）式关于S的一阶条件，并令其分别等于零，整理后可得： （5） 
   即为在经营者隐匿部分公司收益情况下的均衡的企业逃税规模。虽然股权分散型企业的逃税
决策主要是由公司经营者做出，但小股东们依然拥有或可以选择以脚投票的权利和方式，来影响经
营者的决策，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可以用求均衡解的方式来探讨企业的逃税决策。 
   三、逃税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5）式，与经营者如实报告公司利润下的企业逃税决策相同的是，首先，高的税率会导
致企业所有者倾向于逃税，从而推动公司逃税比例的上升；其次，税收执行力度的上升则会降低所
有者的逃税倾向，对公司逃税也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再次，逃税会随着经营者进行内部操纵的
私人成本的增加而减少。前两个因素主要作用于企业所有者，而第三个因素只与经营者有关，并且
当经营者的逃税成本极高时，公司的逃税为零，甚至为负数。因为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经营者有
可能希望公司多交税，以取得外部股东们对公司业绩的信任。此外，还有与逃税有关的其他因素分
析如下： 
   1、外部控制系数对逃税决策的影响 
   （5）式中的大小体现了经营者对公司的操纵能力，通过对求导可得。这表明当股东们的对公
司的控制能力较强时，股东们的逃税欲望增强，他们也能从逃税中获取相对多的收益。相反，令
（4）式一阶等于零，利用反函数求导可得： 
   （6） 
   即为经理人的最优逃税比率。我们可以看到当经营者拥有较强的对公司的操纵力时，则希望
能提高公司的逃税比例。 
   2、收入隐匿对逃税决策的影响 
   从（5）式中可以看到公司收入被经营者隐匿的部分越大，即真实的所得与账面所得之间的差
异越大，公司的所得税逃税比例就会越大。这一现象在市场中屡见不鲜，通过夸大成本、减少收益
或是少计税前利润，是一些公司常用的逃税手法。事实上股东并不清楚有多少收入被经营者隐匿，
尽管也可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益。单他们只能在一定概率下获得这些被隐藏的收入，因此这部分
或有的收入对他们的逃税决策并没有影响。而对比（5）式和（6）式更能反映出经营者对收入隐匿
更加的敏感。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隐匿收入获取收益比从操纵真实利润逃税中获取私人利
益要容易。 
   3、逃税对所有者的影响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在逃税决策上，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股
东们在不愿为监督公司管理者付出私人成本的同时，希望能从逃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而经营者更
加关注利用其内部操纵能力从事逃税和收入隐匿等活动。令（3）式一阶条件等于零可得股东的期
望逃税率为：，于是有：。很显然，经营者的逃税倾向要高于股东。并且由于，即当逃税比例超出
时，企业的外部股东们无法再从公司的逃税行为中获利。而经营者的内部控制行为不断将股东的利
益转移到自己身上。收入隐匿也使得股东们无法享受到公司的经营成果。因此，股东们事实上并不
希望经营者通过操纵逃税来增加自己的收益。 
   四、总结 

 



   本文从企业的股权结构角度出发，对股权分散型企业的所得税逃税决策做出了分析。我们发
现，在经营者隐匿公司收益的情况下，除税率和税收部门的稽查力度以外，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度
和经营者对公司利润的隐匿程度，均会对企业的逃税决策产生影响。并且，经营者的逃税行为并不
能增加股东们的收益。 
   总的说来，研究企业所得税逃税方面的理论文献较少，而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的企业逃税研
究更处于起步阶段。之前的研究大多从单一利益主体角度出发，探讨了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下的企
业逃税决策。而事实上，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同，股东之间的利益目标并不一致。在我们所讨论的股
权分散型企业身上，公司经营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忽视了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们将结合实证的方法，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基金项目：武汉市社科
基金（06034）。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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