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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测度我国液态生物质燃料补贴政策的效应，以酒精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其生产经营
活动折算为燃料乙醇试点企业的情况，以扩展的生产函数为理论模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估算了财政专项补贴，
税收政策优惠以及二者共同作用下，补贴政策对液态生物质燃料企业产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补贴政策能够促进
企业产出的增加，能够改善企业收益水平，且财政专项直接补贴对产出的促进效应比单纯实施税收优惠效应更加明显
。

 一、 引言

 补贴问题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概念上，而且表现在可能产生的效果上，补贴可能有助于政府目标的实现，也可能背
离其初衷。因此界定对其受体的利润水平产生影响的政府作为（或不作为），利于决策者把关注重点转向补贴效应，
从而做出应否维持、增加、减少或消除特定补贴的判断。

 我国从2001年开始试点生产燃料乙醇[1]，2002年开始对试点企业进行补贴支持。主要的补贴支持政策有税收优惠、
财政专项补贴、价格政策以及信贷政策。我国生物燃料乙醇财税优惠政策见表1。其中税收优惠主要包括，一是免征
试点企业消费税，二是对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的支持政策。对于财政专项补贴，主要是对试点企业的产出进行补贴。
由于燃料乙醇的发展开始主要是为了消化陈化粮，试点企业也多以粮食作物为主进行燃料乙醇的生产。2007年，随着
燃料乙醇产业的发展，对于粮食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之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政府对于燃料乙醇的发展明确提
出不能“与民争粮”、“与粮争地”的原则，积极发展非粮生物燃料乙醇。因此研究和制定非粮生物燃料乙醇的补贴
政策有重要意义。粮食乙醇补贴政策即将结束，国家重点将补贴纤维素乙醇的生产，研究和制定非粮生物燃料乙醇的
补贴政策需要在测度粮食乙醇的补贴政策效应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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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的文献中，中国作为全球燃料乙醇第三大生产国，受到世界的关注。但是，研究普遍集中于中国燃料乙醇的发
展会对世界和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尤其是粮食安全的影响[2-3]。对于补贴支持政策的研究也仅限于国内外补贴
政策演变、政策比较[4-5]以及政策建议[6]。国外对于乙醇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效率研究比较丰富[7-8]，Gorter和Just[9]
分析同时运用情况下的福利影响，认为二者共存时，补贴政策的受益者是化石燃料消费者而不是生物燃料消费者。有
些学者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分析，得出不确定性因素对于补贴效率存在影响  ，有的甚至得出在不确定性下，对于燃
料乙醇消费税的减免是多余的结论[10]。但从私人或者行业的角度研究补贴手段政策效应的微观实证研究较少，对于
补贴效应的微观实证研究仅见Cotti和Skidmore[11]的研究，他们基于美国各州1980—2007年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的
面板模型定量测度和分析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对美国乙醇工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州政府补贴政策影响了乙醇企业的
选址，对于玉米潜在产出较大的州，补贴政策的激励作用比较显著。而对于中国乙醇工业的发展，目前国内外鲜有关
注补贴支持政策效应的文献。然而测度和估算补贴支持政策的效应，对于我国生物燃料乙醇产业未来政策导向和政策
实施调整意义重大。我国尽管研究燃料乙醇补贴对企业产出的影响文献有限，但是财税补贴对其他产业产出影响的文
献比较丰富。较早的文献，政府补贴多围绕国有企业解困，最近的研究则多体现于政府参与企业的盈余管理。关于财
税补贴的文献在农业领域比较丰富。

 我国从2002年开始对粮食乙醇试点企业进行补贴支持，2007年起，政府积极发展非粮生物燃料乙醇。研究该时期粮
食乙醇补贴政策实施期间补贴效应，总体上研判财税综合补贴、税收优惠、财政专项补贴对于乙醇企业产出的影响程
度，对后续政府制定非粮生物燃料补贴政策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初步研究发现，财税综合补贴对于乙醇企业的产出
促进效果明显，其中财政专项补贴效果好于税收优惠政策补贴效果。

 基于以上研究，可以得到这样的推断：对燃料乙醇企业的财税综合补贴支持政策可以促进乙醇企业产出，实施财税
综合补贴支持政策对试点企业的产出增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以粮食乙醇企业的补贴标准对非粮乙醇企业进行补
贴，仅能作为参考，因此，政府对于粮食和非粮乙醇企业的财政专项补贴支持政策，在考虑原料价格的基础上，应分
别予以测算。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以酒精制造业生产行为为基础，模拟测度了实施财税综合补贴对于该行业的投入和产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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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进而可以判断不同的财税补贴支持政策的政策效应，以便政府在制定财税补贴政策时予以参考，弥补了以往因
为试点企业样本不足，而且资料零散带来的研究不足。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下面的研究假说：

 假说1：免征消费税，增值税先征后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燃料乙醇企业经营绩效改善具有积极、显著的促进作用。

 假说2：政府专项补贴对燃料乙醇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假说3：政府的财税补贴（税收优惠和财政专项补贴之和）对燃料乙醇企业的产出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测度模型与变量选择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为检验上面提出的研究假说，本文以2003—2007年期间中国大陆地区酒精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年销售额在500万
元人民币）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此期间保持固定观测的样本企业
有48家，能满足解释酒精制造业生产经营行为一般规律的需要。将酒精制造业样本数据折算为受补贴的燃料乙醇企业
的样本数据（见表2），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处理：一是从生产工艺上而言，我国乙醇多以发酵法为主，无论是
以淀粉质、糖质还是纤维素质为原料生产乙醇，只要是用“普通蒸馏方法制得的酒精，不能作代汽油燃料，要脱水至
含酒精99.5％以上，并加改性剂才能作燃料酒精。一般称99.5％以上酒精含量的为无水酒精”¨[12]。这个过程增加了
酒精的成本，根据对酒精企业的实际调研，该过程所增加的费用约占成本的10％左右。二是从补贴政策角度而言，政
府对试点企业的补贴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和政府财政专项补贴。税收政策包括免征企业消费税，增值税先征后返。根据
生产法计算工业增加值的计算公式：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现价）一工业中间投人+本期应交增值税，以及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指标，可以计算出应交增值税；对于消费税，根据本期应交消费税=主营业务收入×5％（消费税
率）计算。财政专项补贴依据的数据，根据相关试点企业资讯手工整理而得。三是从燃料乙醇结算环节来看，非试点
企业销售乙醇是按照乙醇的市场价格进行计算的。燃料乙醇企业销售燃料乙醇的计算价格按照90号成品油出厂价格乘
以0.911来计算的，所以要进行调整。为了计算的简便和满足研究的需要，本研究以乙醇的年度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为其市场价格，与90号成品油价格乘以0.911进行差额调整。其中，乙醇的价格根据中国酒精网乙醇价格
快讯摘录整理，成品油价格根据WIND资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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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检验模型

 研究酒精制造业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意在研究如何补贴燃料乙醇企业能够促进乙醇企业产出的增加，补贴对企业产
出的影响是考察的重点，因此把补贴（s）放人酒精制造业投入产出的生产函数中，借鉴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
，我国酒精工业生产函数可以表达为：

 （三）变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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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要素分析，针对酒精制造业和实际占有数据的情况，对模型中的投入与产出各要
素的变量进行指标选择并进行预处理。

 1.因变量

 企业的产出（zcz）。工业企业产出的衡量，本研究选取规模以上酒精制造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企业的产出。
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以基期2003年价格衡量的企业总产出序列。

 2.解释变量

 企业的资本投入（gdzcjz）。本研究以企业年度平均的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要素投入，并且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指
数平减到以2003年为基期的水平。

 企业的劳动投入（gz）。本文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的数据，以本年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
）近似计算劳动投人的价值量指标，并对其进行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到以2003年为基期的水平。

 企业中间品的投入（zjtr）。工业企业的中间投入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用于工业生产活动所一次性消耗的外购原材
料、燃料、动力及其他实物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对于中间投人的原材料消耗和制造费用中的中间投人用原材
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乘以70％折减（原料价格优惠）后将其指数进行平减到2003年为基期的可比价。

 企业的补贴（Subsidy）。在这里将税收优惠和财政专项补贴之和表示为subsidy，将财政专项补贴表示为subsidy_zx
，将消费税和增值税优惠二者之和表示为tax。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三、实证分析

 （一）面板模型回归分析

 1.模型选择检验

 本文首先用STATA1 1.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模型选择检验。在给定面板定义后，样本是严格的平衡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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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卡方检验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值可以拒绝零假设，即个体效应显著，因此不能用混合估计模型。

 结果表明，与混合估计模型相比，面板模型更合适，但是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的选择需要用豪斯曼
检验（见表7）。

 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卡方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表明拒绝零假设，即放弃随机效应模型，最后应该选择固定效
应模型。

 2.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方程（3）可以表示为：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模型估计的参数系数来看，资产、劳动力、中间投入以及补贴的系数均为正，说明要素的投入，补贴的支
持可以提高产出水平，保持适当的要素投入，增加补贴对于促进该产业的发展是有益的。

 （2）从模型估计的参数值的大小来看，工业中间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补贴收入，再次是劳动力以及资
本的投入。

 （3）工业中间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最大，弹性系数达到0.5043，结果表明中间投入是酒精制造业产出影响因素中最重
要的因素。这意味着，原材料的价格、燃料动力以及水等的价格对酒精制造业产出的影响关系密切。酒精制造业成本
因素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原料成本，玉米、木薯和甘薯燃料乙醇的生产总成本原料成本的比重分别为74％、73％和
68％，而燃料动力成本约占总成本的比重为9.38％、11.64％和14.46％（王仲颖，等，2010）[13]。模型估计结果为酒
精制造业成本因素对于产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4）补贴要素对酒精制造企业的产出影响较大，其弹性系数达到0.3939，补贴收入对于企业产出具有较好的正效应
，与研究预期保持一致。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在既往的乙醇试点企业补贴的历史过程中，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措施
既然能对整个酒精制造业发挥较好的产出促进作用，因此，未来对于非粮生物质燃料乙醇保持补贴政策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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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劳动力工资水平对于产出的影响程度是正向的，但是影响比较弱，其弹性系数仅为0.1465。从笔者对酒精制造
业的调研情况来看，酒精制造业工人大量的劳动力技术水平较低，需求集中在仓储和搬运等环节，这种情况与当前行
业生产工艺水平相对比较落后有关，随着生产工艺的改进，劳动力工资水平对产出影响的弹性会出现提高的趋势。

 （6）固定资产净值水平对于企业的产出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也比较弱，其弹性系数为0.0653。究其原因，在酒
精制造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一次性投入比较高，在建成之后，对于生产的再投资比较有限，从事实来看，我国目前
的燃料乙醇装置需要在生产设备、工艺条件等方面进行提升。这也意味着，对燃料乙醇企业进行补贴，引导和扶持其
进一步更新生产设备，提升工艺水平对提高产出的空间很大。

 （二）财政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乙醇企业产出影响的比较

 1.样本处理与检验

 分别探讨财政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乙醇企业产出的影响。研究方法同上。经检验，财政专项补贴样本企业 
检验统计量为F（4，188）
=277.69，其概率值Prob>F=0.0000，F（47，188）=2.39，其概率值Prob>F=0.0000，样本个体效应明显，且通过BP
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税收优惠样本的F检验统计量为F（4，188）=163.56，其概率值Prob>F
=0.o0o0，F（47，188）=2.13，其概率值Prob>F=0.0002，样本个体效应较明显，二者均通过BP
LM检验和Hausman检验，且对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进行比较，决定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2.模型结果比较

 通过分析，财政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产出影响的面板模型回归结果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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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财政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对酒精制造业企业产出影响，可以得出：一是财政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弹性系
数都是正数，说明财政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产出的影响是正向的。二是财政专项补贴的弹性为0.1804，
大于税收优惠的弹性0.1431，说明对企业的财政专项补贴对于企业的产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三是对于产出的影响因
素中中间投入的弹性系数仍是最大，其次是劳动力和资产，说明中间投入的原料以及燃料动力等是影响企业产出的最
重要的因素，而劳动力和资产尽管是影响企业产出的因素，但其作用有限，符合酒精制造业的产业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财税补贴对于乙醇企业的产出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财政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促进
企业的产出均有积极意义。此外，财政专项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样本企业产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财政专项补贴对
于企业产出的促进作用比税收优惠要大，激励作用要强。而且以历史的粮食补贴数据估算补贴促进乙醇企业产出的效
果良好。这表明多年来政府对于试点企业的补贴应该是有效果的。该研究对于后续非粮乙醇补贴可以借鉴和参考，酒
精制造业成本因素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原料成本，然而玉米、木薯和甘薯燃料乙醇的生产总成本中原料成本的比重
依次降低，对于以秸秆，玉米芯为原料的纤维素乙醇在技术瓶颈突破的前提下，其原料成本占比更低，补贴对于液态
生物质燃料的发展仍然是必须的，但将在供应链的环节有所不同，有关补贴方式以及补贴成本均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分
析。

 （二）政策建议

 我国当前补贴机制中存在与现实发展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构建以非粮原料为核心的燃料乙醇补贴政策新体系。借
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间投入环节，完善现有《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原料基地补助资金管理暂行管理办法》的补助办法，对购买
非粮能源作物种子以及相应农业机械予以直补，购买化肥可以实行免征增值税。政府不仅可以对非粮能源作物的种植
者进行补贴，而且还可以对投资能源作物种植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予以补贴。补贴方式既可以直接补贴，也可以对
于种植者提供信用贷款或低息贷款给予支持，保证原料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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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附加值要素环节，加大资本补贴力度，加强投资补贴的成本收益分析，对非粮生物乙醇的生产设备，可以允
许其实行加速折旧，同时拓宽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补贴办法，对边际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从事非粮生物乙醇的
劳动力予以直接现金奖励或政策倾斜；对非粮作物在边际土地的种植予以补贴，促进我国边际土地上能源作物的开发
、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力鼓励投资者进人生物燃料乙醇企业，加强国际合作，适当引进外资。

 第三，产出环节，促进非粮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应该扩大非粮生物燃料的补贴试点，建议制定相应的技术参数、
指标等规范，对符合条件的非粮生物燃料乙醇企业予以财税补贴和经济激励。参照对玉米燃料乙醇试点企业补贴措施
，对非粮生物燃料乙醇的生产者予以财政专项直接补贴。对非粮生物燃料生产企业实施从价弹性补贴，根据油价的变
动，调整标准生产成本，以季度为单位滚动调整补贴标准，在油价下降的时候会给企业较大的激励效果，另外，在油
价上涨的时候，可以节约政府的补贴成本。免征消费税，对增值税实施“即征即返”。对于采购有关非粮生物燃料的
有关机器设备的进口关税，应予以免征。对进口相关设备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予以抵扣。对于非粮生物燃料的补贴应该
逐步过渡到基于生产的直接补贴为主，取消消费税减免，以减轻补贴优惠政策给国家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四，消费环节，适当扩大强制性管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试点，加大全国提高强制性混合的力度，适当提高强制
性混合的比例，如提高政府在生物燃料乙醇方面的强制性消费，包括制定公共交通运输部门强制性生物燃料弹性运输
车辆的份额等。加大对乙醇汽油供应链中混配中心的投入，可在试点省市的生物乙醇网点的建设上予以税收优惠和贷
款贴息，同时支持弹性燃料汽车的研发与推广。可以对未来运输燃料中生物燃料消费的比重提出强制性份额的目标，
加强政府采购中生物燃料的采购比重。

 第五，研发环节，可以对科研院所等机构以无偿资助的方式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可以结合示范项目对企业的技术创
新采取无息和贴息贷款的方式予以补贴。从研发补贴的内容上，对于以木薯、甘薯、甜高粱等为原料的非粮生物燃料
乙醇技术的研发补贴要加大支持力度。可以建立非粮生物燃料乙醇的研发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要重点支持以纤维素生
物质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技术。我国政府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于以生物乙醇为燃料的新能源汽车或弹性燃料汽
车的开发予以研发补贴，为燃料乙醇的推广使用，提供载体支持。从研发资金的来源上，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基础，也
要积极鼓励私人投资者的介入，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制定生产乙醇的统一标准，健全非粮燃料项目的市场准人机
制；健全补贴资金拨付的监督机制；制定非粮燃料乙醇的收购机制；明确示范项目补贴资金的绩效评价机制；建立产
业链以及部门间的组织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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