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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外部治理来压缩
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职消费% 将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作为一项
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P股上市公司%&#&!%&%#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
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水平% 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等路径来降低企业
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

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中更为显著% 此外$税收征管
数字化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 因此$政府在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
的同时$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的溢出效应$企业则应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
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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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铁建,天价业务招待费-)格力电器,酒宴门-)中国电信,总裁公款吃喝高消费-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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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曝光$使得企业高管在职消费问题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在职消费是高管享有的由企业
支付的货币消费及其他派生消费!卢锐等$%&&<"

'#(

$是管理者履职过程中凭借其职位获得的正常薪酬
以外的额外报酬!孙泽宇等$%&%#"

'%(

& 作为典型的隐性薪酬$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股权薪酬等显性薪
酬一起构成了完整的高管薪酬契约& 适度的在职消费是高管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支
出$合理的在职消费能够缓解显性薪酬管制及刚性带来的高管激励不足问题!梁上坤等$%&#""

'!(

$能够
提高管理效率!dC6C9 -OC)/$ %&&4"

'"(

$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PD7OM7FGC9TiN)-OC)/$ %&##"

'J(

& 然而$我国
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相关披露制度尚不完善!陈冬华等$%&#&"

'4(

$上市公司的治理和监督不到位!周美
华等$%&#4"

':(

$使得管理层有较大的操纵空间& 高管,公款打高尔夫-,公款旅游-等奢靡消费丑闻屡见
不鲜$管理层权力滥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存在规模过高的情况!郭建鸾等$%&%#"

'<(

$并导致代
理成本较高)财务报告质量不佳)股价崩盘风险增加等不良后果!\N)-OC)/$%&###hN -OC)/$ %&#""

'3;#&(

&

如果不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进行有效治理$不仅会损害股东财富)降低企业价值!于雪航等$%&%#"

'##(

$

还会使奢靡)腐败之风侵蚀良好的社会风气& 因此$探讨如何有效抑制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管理者个人特质)内部治理)外部环境等方面探讨影响我国企业高管在职消
费的因素& 在管理者特质方面$已有文献主要探究了高管自信程度!刘艳霞等$%&#3"

'#%(

)学术经历!张
晓亮等$%&%&"

'#!(

)贫困经历!王芳等$%&%%"

'#"(等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在内部治理方面$已有研究
发现实际控制人控制多家上市公司!孙昌玲等$%&#3"

'#J(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池国华等$%&%&"

'#4(

)审
计委员会透明度!陈汉文等$%&%&"

'#:(等治理因素会对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在外部环境方面$现
有文献发现媒体报道!王新安等$%&#4"

'#<(

)高管腐败曝光!薛健等$%&#:"

'#3(

),限薪令- !张宏亮等$

%&#<"

'%&(

)分析师关注!郭建鸾等$%&%#"

'<(

),中央八项规定- !张逸兴$%&%&"

'%#(

)资本市场开放!赵东
等$%&%&"

'%%(等因素对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税收征管环境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张克中等$%&%&#孙
雪娇等$%&%##刘慧龙等$%&%%"

'%!;%J(

& 然而$从税收征管环境的角度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问题的研究尚
不够充分& 在当前税收征管数字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否抑制企业高管在职消
费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
职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将金税三期工程的试点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年
沪深P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丰富了税收征
管数字化的经济效应研究$回答了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否抑制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这一问题$并为通过税收
征管数字化来抑制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从外部税收征管环境的角度开拓展了企业
高管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深入认识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形成机制#三是进一步从
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抑制避税行为的角度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路径$并探究产
权性质)审计机构)股权集中度以及是否两职合一的异质性$为深入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和有效抑制企
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制度背景
在构建现代化税收制度)推动数字化税务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依托,金税工程-的实施稳步提高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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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征管过程中的数字化水平& ,金税工程-全称为中国税收管理信息系统!?fP2U"$是我国电子政务,十
二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世纪3&年代开始实施$目前已经推进了三期&

#33"年$为配合增值税税制改革$国家税务总局开始实施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为主体的金税一期
工程& #33<年$国家税务总局启动金税二期工程$并于%&&#年在全国范围内开通金税二期系统$实现发
票自动采集)开票)认证)稽核)协查的全面监控& 然而$一期和二期系统的防控税种较为单一$信息覆盖
面较窄$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税收征管平台& %&#!年$金税三期系统率先在重庆)山东)山西上线
运行$%&#"年在广东!不包括深圳")河南)内蒙古上线运行$%&#J年在吉林)西藏等#"个地区上线$并于
%&#4年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行& 金税三期系统运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采用,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的理念$囊括了税务)互联网)企业)第三方等多个数
据源$完成了税收征管数据分析方式的升级$实现了,由人治税-到,数字治税-的转变$极大提升了税收
征管的效率和效果& 金税三期系统的上线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迈入了新阶段$金税三期工程的
分批试点实施则为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各种政策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准自然实验样本&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关于高管在职消费的产生$现有研究主要有,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不同的观点& ,效率观-认

为$高管在职消费是对高管货币薪酬的有效补充$能够激励高管更有效地履行职责$从而有助于提升企
业绩效!dC6C9 -OC)/$%&&4#PD7OM7FGC9TiN)-OC)/$%&##"

'";J(

& ,代理观-则认为$高管在职消费是由于股东
与管理者之间存在代理问题$导致高管滥用职权而产生超出正常水平的消费$其会侵害股东利益)损害
企业价值!Y-.IMNi -OC)/$ %&&!#陈冬华等$%&&J#=-EBCIi$ %&&4"

'%4;%<(

& 整体来看$我国企业普遍存在
高管过度在职消费的问题$基于我国企业的经验分析结果也大多支持,代理观-!王化成等$%&#3#王芳
等$%&%%"

'%3('#"(

$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怎样来抑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

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代理问题是导致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过高的根源$而避税活动等产生的复
杂交易和安排为高管滥用职权进行过度在职消费提供了机会和掩护& 作为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进
程中的里程碑$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带来税务监管模式的变革和税收征管监督力度的提高$显著强化了外
部治理作用!刘慧龙等$%&%%#李世刚等$%&%%#吴斌等$%&%%#魏志华等$%&%%"

'%J('!&;!%(

& 以金税三期工
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抑制企业避税活动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
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抑制避税行为的
角度来探讨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具体分析如下%

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金税
三期工程实施后$税务)海关)社保)银行等多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全国范围内税收数据集中管理$实现了
税收征管的规范化)统一化和智能化$并提高了税收执法力度& 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治理机制$税收征
管的数字化升级能够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提高企业信息的透明
度!李增福等$%&%##叶永卫等$%&%#"

'!!;!"(

& 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更好地发挥对企业账目的检查作用$

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企业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孙雪娇等$%&%#"

'%"(

& 金税三期系统上线
能够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牛彪等$%&%!"

'!J(

$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徐捍军$%&%#"

'!4(

& 值得注
意的是$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出现代理问题的主要缘由之一!刘超等$%&#3#雷啸等$

%&%#"

'!:;!<(

$高管在职消费实际上就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陈冬华等$%&&J"

'%:(

&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

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低$高管越有机会实施掏空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信息不对称有利于管理层为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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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做出背离委托人利益)掏空企业的自利行为$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存在本质上也是由
于信息不对称$而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助于促使高管在职消费趋于合
理& 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

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抑制企业的避税活动$从而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以金税三期工
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后$税收稽查依赖的数据获取渠道得以拓展$信息共享程度得以提升$

相关数据的分析方法得以改进$显著提高了税收稽查的精准度和威慑力$这会促使企业提高纳税遵从度
!樊勇等$%&%&"

'!3(

& 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了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刘冰熙等$%&%%"

'"&(

$使得企业实施避
税行为的空间被有效压缩!唐博等$%&#3#张克中等$%&%&#寇恩惠等$%&%&"

'"#('%!('"%(

& 而企业的避税活
动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c7B-OC)/$%&###李星等$%&%&"

'"!;""(

$引起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提高!蔡蕾
等$%&#4"

'"J(

& 为了实现激进的避税活动$管理者往往会制造一些隐蔽)模糊的交易或事项!王静等$

%&#""

'"4(

$这不仅使得企业经营和财务处理的复杂程度提高!0-8C7-OC)/$%&&4#,EC9i -OC)/$%&&3"

'":;"<(

$

也加大了对高管实施有效监督的难度$为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以获取更多非货币薪酬提供了便利!廖
歆欣等$%&#4"

'"3(

& 企业的避税活动通过提高交易复杂程度给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提供了寻租空间$

而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来降低
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税收征管数字化"会显著降低企业高管的
在职消费水平!Q#"$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Q%"和抑制企业避税行为!Q!"两
条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

三"实证检验方法

#/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为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提供了便利$本文构建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E5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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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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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G%EC

`

$

H;AE

`

&

$$%

其中$$和%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E5

$$%

",高管在职消费-为%年$企业的高管在职消
费水平$参考陈冬华等!%&&J")?C7等!%&##")陈汉文等!%&%&"的做法'%:('J&('#:(

$采用企业办公费)差旅
费)业务招待费)通信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等<类高管在职消费总和的自然对数
值来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QN.

$$%

",金税三期工程-为样本企业所在地区是否实施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
变量$借鉴张克中等!%&%&")朱凯等!%&%#"的做法'%!('J#(

$若$企业注册地在%年上半年开始实施金税三
期工程自%年起赋值为#$若$企业注册地在%年下半年开始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则自%

`

#年起赋值为#$

否则赋值为&& ,#表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

,盈利能力-!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财务杠杆- !年末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独立董事占比-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两职合一-!总经理和董事长为同一人担任赋值为#$否则赋值
为&"),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上市年限-!当年年份减去企业上市年份"),管理层
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数除以企业总股数"),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亏损-!净利
润小于零赋值为#$否则赋值为&"& 此外$模型中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9@G%EC"和年份固定效应
!H;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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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沪深P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目前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数据更新至%&%#年$同时为

避免%&&<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样本期间选定为%&#&.%&%#年& 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和变量缺失的
样本$最后得到!% "4#个,企业.年份-层面的观测值& 本文的高管在职消费数据来自?+d0U数据库$

其他数据来自?U P̂d数据库& 为控制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的缩尾处理& 主要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其中,高管在职消费-的均值为#4*":4$标准差为#*%3%$与已有研究基
本一致$说明样本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平均水平较高$且不同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金税三期工程-

的均值为&*J<%$表明有J<*%[的样本受到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影响& 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与已有文献
接近&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J分位J&分位:J分位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高管在职消费 !% "4# #4*":4 #*%3% ##*J3J #J*4<J #4*":J #:*%:4 %&*%%%

核心解释变量金税三期工程 !% "4# &*J<% &*"3! & & # # #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 "4# %%*&%# #*%!J #<*!4: %#*#%3 %#*<:" %%*:"3 %4*#!4

盈利能力 !% "4# &*&!! &*&<#

a

&*:%" &*&#! &*&!< &*&4< &*%%#

财务杠杆 !% "4# &*"%% &*%%% &*&%J &*%"4 &*"&: &*J:< %*&&!

独立董事占比 !% "4# &*!:J &*&J! &*%:! &*!!! &*!J: &*"%3 &*J:#

两职合一 !% "4# &*!&# &*"J3 & & & # #

董事会规模 !% "4# %*%!" &*#:J #*:3% %*&:3 %*!&! %*!&! %*::!

上市年限 !% "4# 3*J3# :*J&3 &*&&& !*&&& <*&&& #4*&&& %<*&&&

管理层持股比例 !% "4# &*### &*#:< &*&&& &*&&& &*&&# &*#<! &*43<

股权集中度 !% "4# &*!!: &*#"4 &*&<& &*%%! &*!#! &*"!! &*:J"

是否亏损 !% "4# &*##J &*!#3 & & & & #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分析
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为了检验金税三期系统上线

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本文采用如下模型考察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对企业高管在
职消费的动态影响% .;E5

$$%

3

"

&

4

"

#

)E;"

4

"

%

)E;!

4

"

!

)E;%

4

"

"

)E;#

4

"

J

J@EE;:%

4

"

4

)FG%#

4

"

:

)FG%%

4

"

<

)FG%!

4

"

3

)FG%"

4

"

#&

)FG%J

4

$

,#

4

$

':9@G%EC

4

$

H;AE

4

&

$$%

& 其中$)E;#o)E;"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前#o"年$

J@EE;:%表示政策实施当年$)FG%#o)FG%J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后#oJ年$以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前J年!)E;J"

为基准组$检验结果见图#!3J[的置信区间"& )E;"R)E;#的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FG%#o

)FG%J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策效应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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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的!#"!%"列$,金税三期工程-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当地的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即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抑制了企业高
管在职消费$本文提出的假说Q#得到验证&

表%$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稳健性检验
]U ;̂020 更换被解释变量 删除特殊样本

!#" !%" !!" !"" !J" !4" !:" !<" !3"

金税三期工程 a

&*#!#

!!!

a

&*#&!

!!!

a

&*##4

!!!

a

&*&&#

!!!

a

&*&&:

!!!

a

&*&:4

!

a

&*#&<

!!!

a

&*#&:

!!

a

&*&3<

!!

!

a

%*:J" !

a

%*<#" !

a

%*:!" !

a

!*4%" !

a

J*:#" !

a

#*<4" !

a

%*3"" !

a

%*J<" !

a

%*J4"

企业规模 &*:!:

!!!

&*:!<

!!!

a

&*&&#

!!!

a

&*&&4

!!!

&*:&!

!!!

&*:!!

!!!

&*:J&

!!!

&*:""

!!!

!J"*<<" !"3*#3" !

a

#%*<&" !

a

#"*43" !"#*4J" !J&*"#" !J&*3#" !J#*4#"

盈利能力 &*::!

!!!

&*<4<

!!!

a

&*&&%

!!

&*&4#

!!!

#*"&:

!!!

&*3!4

!!!

&*3!3

!!!

&*:<3

!!!

!J*"J" !"*:3" !

a

%*&<" !##*<4" !4*<#" !J*<J" !J*"&" !J*!!"

财务杠杆 &*%44

!!!

&*%:4

!!!

&*&&&

&*&#J

!!!

&*4&:

!!!

&*%#J

!!!

&*#3#

!!!

&*%#J

!!!

!"*#"" !!*<#" !&*J"" !4*:"" !:*%4" !!*##" !%*4#" !!*#&"

独立董事占比 a

&*&::

a

&*%4% &*&&#

a

&*&&%

a

&*#!#

a

&*#J&

a

&*%%#

a

&*#"&

!

a

&*!&" !

a

&*<3" !#*#J" !

a

&*%:" !

a

&*"J" !

a

&*J!" !

a

&*:!" !

a

&*J&"

两职合一 &*&#: &*&!" &*&&&

a

&*&&& &*&#& &*&!! &*&%% &*&"&

!&*:&" !#*%"" !&*#:" !

a

&*#:" !&*!:" !#*%"" !&*:J" !#*"""

董事会规模 &*&4< &*&J% &*&&& &*&&% &*&:: &*#%% &*&<3 &*&J:

!&*:4" !&*J#" !&*%J" !&*<&" !&*<&" !#*%:" !&*<:" !&*J3"

上市年限 a

&*&#!

!!!

a

&*&#"

!!!

&*&&&

&*&&&

!!!

a

&*&&:

!!!

a

&*&#"

!!!

a

&*&#!

!!!

a

&*&#:

!!!

!

a

J*3#" !

a

J*4J" !#*J&" !"*#:" !

a

%*4!" !

a

J*4&" !

a

J*%%" !

a

4*":"

管理层持股比例 &*%3&

!!!

&*!&&

!!!

&*&&& &*&&%

&*%<"

!!!

&*#3&

!!

&*!&4

!!!

&*%#:

!!

!"*&J" !!*"<" !&*%<" !&*:3" !!*<&" !%*!:" !!*#<" !%*!&"

股权集中度 a

&*J#J

!!!

a

&*J<3

!!!

a

&*&&!

!!!

&*&&:

!!

a

&*J44

!!!

a

&*"J&

!!!

a

&*"4%

!!!

a

&*J!!

!!!

!

a

J*J!" !

a

J*:&" !

a

4*!4" !%*!"" !

a

J*J4" !

a

"*""" !

a

"*%3" !

a

J*&3"

是否亏损 &*&"4 &*&%4

&*&&#

!!!

&*&&!

!!!

&*#3%

!!!

&*&%4

&*&4&

!

&*&""

!#*4&" !&*:&" !4*<!" !!*4:" !J*"!" !&*<#" !#*<4"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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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基准回归 稳健性检验
]U ;̂020 更换被解释变量 删除特殊样本

!#" !%" !!" !"" !J" !4" !:" !<" !3"

常数项 #4*JJ%

!!!

&*%34 &*"##

&*&%:

!!!

&*#4<

!!!

&*<<:

!!

&*!:#

a

&*&%# &*%<!

!"33*<&" !&*<#" !#*&&" !#"*##" !#J*:3" !%*&J" !&*3"" !

a

&*&J" !&*:%"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 "4# !% "4# #4 4&J %" JJ& %< !&& %4 J## %J #!J %J %:% %: :J!

PD6;d

%

&*&:3 &*"JJ &*"J: &*#4& &*%"J &*""J &*":% &*":& &*"44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J[和#&[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O值!为控制异方差的影响$对回归系数标准误
进行企业层面的?)N8O-E处理"$下表同&

%/稳健性分析
!#"]U ;̂020检验& 作为外生事件$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虽然已经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但由于金税

三期试点地区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的$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偏差$从而增加政策效应估计的噪音#同时$实
验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本身存在的特征差异也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偏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
取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实验组样本寻找与其最为相似的对照组样本$再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模型估计&

具体而言$以基准模型的控制变量为匹配变量$采用逐年匹配方法$运用Z(T7O模型计算倾向得分$进行#

对#的卡尺内最近邻匹配!卡尺为&*&J"$然后将各年份匹配后的数据纵向合并至一个数据集中$生成回
归需要的面板数据& ]U ;̂020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的!!"列$,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
为负$表明基准回归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

!%"更换被解释变量& 参照黎文靖和池勤伟!%&#J"的做法'J%(

$采用,业务招待费5主营业务收入-来
衡量,高管在职消费-$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的!""列#参照刘超等!%&#3"的做法'!:(

$采用
,!管理费用a董监高薪酬总额a计提的坏账准备a存货跌价准备a无形资产摊销"5上年末总资产-来衡量
,高管在职消费-$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的!J"列& ,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
为负$说明本文的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删除特殊样本& 分别剔除样本期内有Uf的样本)%&%&年和%&%#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样本)

创业板和科创板及北证P股样本)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上市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的
!4"!:"!<"!3"列$,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还是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实证结果是由偶然事件导致的可能性$本文通过随机设定金税三期工程
实施时间和随机设定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地区两种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由于,伪试点时间-和,伪实验
组-是随机生成的$因此,伪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应该在零值附近& 分别重复J&&次随机过程进行模型
估计$绘制,伪政策变量-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图!见图%"& 在两种随机实验中$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值
都接近于零$并且大部分]值在&*#以上#同时$基准回归中,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

a

&*#&!"在安
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图中均属于小概率事件& 因此$实验组样本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较低并非偶然事件$

即其是由除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可能性极低&

%&#

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



C/随机设定政策时间 ./随机分配实验组和对照组
图%$安慰剂检验结果

!J"遗漏变量检验& 尽管本文回归模型中控制了足够多的变量$也引入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但
仍难以避免遗漏变量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 因此$本文分别参考P)O(967等!%&&J"和18O-E!%&#3"的
方法'J!;J"(

$检验遗漏变量问题的严重性& P)O(967等!%&&J"通过建立两个回归方程来间接估计模型偏误
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遗漏变量导致的'J!(

& 首先$构造一个包含有限个受约束控制变量的模型$回归得出核
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

"

7

#然后$将所有可观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回归得到核心解释变量
的参数估计值

"

"

#最后$根据公式
+

_

q

"

"

2!

"

7

a

"

"

"q计算遗漏变量的偏误系数&

+

越大则遗漏变量对模
型回归的结果影响越小$通常情况下$若

+

大于#就说明遗漏变量的影响较小& 按照这一思路$本文分
别建立一个受约束模型和一个完整模型$受约束模型中仅引入核心解释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
变量$完整模型在受约束模型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计算得到的遗漏变量偏误系数

+

大于#!!4*:<4"$

说明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本文估计结果有偏的可能性很低& 18O-E!%&#3"认为$在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
量时$可以根据

"

!

!7

BCj

$

'

"获得真实参数的一致估计'J"(

& 其中$

'

表示选择比例$用于衡量相较于遗漏
变量与关注变量的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与关注变量的相关关系的强弱#7

BCj

为假设控制遗漏变量时模型
回归的最大拟合优度& 对遗漏变量影响的检验$主要有两种策略%一是令

'

取值为#)7

BCj

取值为当前回
归拟合优度的#*!倍$如果

"

!

!7

BCj

$

'

"落在估计系数的3J[置信区间内$则说明遗漏变量问题不严重#

二是令7

BCj

取值为当前回归拟合优度的#*!倍)

"

!

_

&$计算q

'

q的值$如果q

'

ql#就说明遗漏变量对系数
估计的影响不大& 表!的检验结果显示$遗漏变量对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影响较小&

表!$采用18O-E&%&#3'方法的遗漏变量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判断标准 实际计算结果 是否通过

!#"

"

!

!7

BCj

$

'

"

)

'

a

&*#:J$

a

&*&!#(

"

!

!7

BCj

$

'

"

_a

&*&3J 是
!%" q

'

ql#

'

_

#%*%:: 是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分别检验信息不对称和避税行为在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高管在职

消费中的中介作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和避税行为减少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已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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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的验证!王新安等$%&#4#雷啸等$%&%##蔡蕾等$%&#4#廖歆欣等$%&#4"

'#<('!<('"J('"3(

$按照江艇
!%&%%"的建议'JJ(

$主要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避税行为的影响& 构建如下机制
检验模型%

*NS

$$%

3

!

$

4

"

#

QN.

$$%

4

$

,#

4

$

':9@G%EC

4

$

H;AE

4

&

$$%

7A%;n9$TT

$$%

3

!

$

4

"

#

QN.

$$%

4

$

,#

4

$

':9@G%EC

4

$

H;AE

4

&

$$%

其中$机制变量*NS

$$%

为,账面市值比-$参考刘超等!%&#3"的做法'!:(

$采用企业的账面市值比来反
映信息不对称程度$该比值越大则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小#机制变量7A%;n9$TT

$$%

为,名义税率与实
际税率之差-$参考梁煊和徐璐!%&#3")魏志华和夏太彪!%&%&"的做法'J4;J:(

$采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
之差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该指标越大则企业避税程度越大&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金税三期工程-

对,账面市值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金
税三期工程-对,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
企业避税程度& 可见$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和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来降低企业
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本文提出的假说Q%和Q!得到验证&

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缓解信息不对称 抑制避税行为
账面市值比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

金税三期工程
&*&#"

!!!

!%*<<"

a

&*"&&

!!

!

a

%*":"

常数项 a

#*:%"

!!!

!

a

%<*&J"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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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的研究#异质性与经济后果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一方面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抑制高管在职消

费$另一方面通过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来降低高管寻租机会$从而减少高管在职消费& 那么$在不同的信
息不对称程度以及不同的避税倾向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2 另
外$已有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具有负向影响$那么$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否弱化这种负面影
响2 下面将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异质性
!#"产权性质异质性&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和监管制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相较于

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对市场化会计信息的使用较少!雷啸等$%&%#"

'!<(

$且国有企业的避
税行为和高管在职消费会受到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督!郝颖等$%&#<#周军等$%&#<"

'J<;J3(

& 因此$税收征
管数字化的信息改善效应和避税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会更加有效$进而对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在职
消费产生更显著的抑制作用& 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的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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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J的!#"!%"列& ,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为负$在,国有企业-样
本中不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而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
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审计机构异质性& 高质量的独立审计能够起到良好的外部监督作用$当企业由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审计时$受到的外部监督较强$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避税倾向也较小!魏志华等$%&%%"

'!%(

$

此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作用以及避税行为减少作用相对有限$带来的高管在职
消费降低效应也就较小& 根据是否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四大审计-和,非四大
审计-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J的!!"!""列& ,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在,非四大审计-样
本中显著为负$在,四大审计-样本中不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而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股权集中度异质性& 企业的股权越集中$第一大股东的财富与企业价值的联系越密切$第一大
股东对管理层进行监管并强化公司治理的动机就越强!UM)-7V-E-OC)/$ #3<4#孙世敏等$%&#4"

'4&;4#(

& 因
此$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会抓住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契机来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根据第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行业.年份-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股权集中度-和,低股权集中度-两组$

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J的!J"!4"列& ,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在,高股权集中度-样本中显著
为负$在,低股权集中度-样本中不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的高管在
职消费水平$而对股权集中度较低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影响不显著&

!""是否两职合一异质性&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往往内部治理较为薄弱$管理层的寻租
机会较多!陈汉文等$%&%&"

'#:(

$因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其内部治理的改善作用以及高管在职消费的抑
制作用可能较大& 参考权小锋等!%&#&"的做法'4%(

$根据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将样本企业划分
为,两职合一-和,非两职合一-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J的!:"!<"列& 两组样本中,金税三期
工程-的回归系数均在J[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两职合一-样本的系数绝对值大于,非两职合一-样
本$且通过了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两职合一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非
两职合一企业更大&

表J$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 !%" !!" !"" !J" !4" !:" !<"

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四大审计非四大审计高股权
集中度

低股权
集中度两职合一非两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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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高管寻租机会较多
的企业以及利用信息不对称减轻和寻租机会减少契机改善内部治理的意向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
也进一步印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抑制避税行为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影响企业业绩的调节作用
针对我国企业的经验分析表明$高管在职消费会对企业业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罗宏等$

%&&<"

'4!(

$因而税收征管数字化带来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降低有利于企业业绩提升& 本文在考察高管
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是否对该影响产
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采用,营业利润率-来衡量企业业绩$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高管在职消费-为
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的!#"列& ,高管在职消费-对,营业利润率-的回归系数在#[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表明高管在职消费的增加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纳入,金税三期工程-变量和,高
管在职消费-与,金税三期工程-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列$,高管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仍然显
著为负$而,高管在职消费m金税三期工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弱化了高管
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面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损害了企业业绩$支持高
管在职消费的,代理观-#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不仅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还弱化了高管
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面作用$从而能够有效促进企业业绩提升$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后果&

表4$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税收征管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变$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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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高管过度在职消费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中$这会导致股东财富损失和企业价值降低$如何

有效治理企业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数字技术的发展驱动税收征管方式持续变革$

金税三期工程推动税收征管数字化迈上新台阶& %&%#年3月金税四期工程建设正式启动$进一步推进
税收征管从,经验管税-向,以数治税-转变& 在此背景下$深入认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积极效应具有重
要的意义&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分批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沪深P股上市公司%&#&.%&%#年的数据
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分析发现%!#"金
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该结论通过了]U ;̂020检验)安慰剂检验)遗
漏变量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删除特殊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
在职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企业避税行
为$从而降低高管在职消费水平#!!"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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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但对国有企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
较低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没有显著影响$且对两职合一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非两职合一企
业更大#!""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增加对企业业绩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税收征管数字化不仅能够降
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面作用$从而具有显著提升企业业
绩的积极的经济后果&

本文不仅丰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溢出效应研究$也从税收征管视角拓展了高管在职消费的
影响因素研究$并为进一步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有效抑制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提供了经验借鉴
和政策启示%首先$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积极的溢出效应& 税收征管是重要的企业外部监管机
制$税收征管数字化除了具有直接的,征税效应-外$还能够发挥较强的外部治理作用$抑制企业高管在
职消费等寻租行为& 因此$在推进数字化监管)建设数字中国的进程中$政府不仅要关注监管数字化的
直接效应$还应将其可能的溢出效应考虑在内$统筹兼顾下好全国发展一盘棋& 其次$要进一步加快推
进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升级& 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后不仅提高了税收征管效能$还强化了对企业的监督$

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充分体现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的必要性& 相关部门应
加快推进以金税四期工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
出积极贡献& 最后$企业要增强应变能力$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研
究发现$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减轻和寻租机会减少的契机改善内部治理的意向更强时$税收征管数字化
升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体现出在面对外部变化时企业应变能力不同带来的差异& 因
此$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要着力提高对各种内外部变化的感知力$增强自身的应变力$

紧抓时代脉搏$抢占变革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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