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研究与思考

摘  要

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对我们将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

我国的人均资源短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得我国实现现代化，迈

向小康社会，必须依赖科技创新的力量，改变破坏性的发展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其次，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中心环节。不合理的产

业结构，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我国必须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并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转型所需的技术离不开自主创新。然后，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是改善我国目前对外贸易过于集中在制造加工行业，提高中国创造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措施。中国制造虽然覆盖面广，但是由于技术含量低，只能获取微小的利润。

所以，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最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也

是推动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科技强军是现代化国防建

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强大的强有力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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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thinking of promoting enterpris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ax policy

Abstract

For u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o build China 

into a creative countr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irst, China's per capita 

resource shortages, below the world average, in this case, to make our 

country achieve modernization, towards a well-off society, must rely on the 

strengt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ange the way the destructive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Seco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s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 the center link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caus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therefore, our country must be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the labor-intensive to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transfor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using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needed to leav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n, enhanc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is to 

improve the foreign trade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is too concentrated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to create products. Made in China 

although coverage, but because of the low technical content, can only get 

small profit. So, want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China's 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inally, strengthe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but also the urgent requirement of China's defense 

moderniz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oday, army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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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 strong backing.

Keywords :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ax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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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研究背景

21世纪是科学技术发展飞速的时代，科学技术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

学技术作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国家能够通过创新提高本国的综合实力，国家也能够通过创新去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

所以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有了创新，发

展才像有了强有力的心脏。所以，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时刻不忘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在

许多影响深远的会议上，也总是能够听到创新的提出。例如在中共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

“实施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提议。中共十七大上，

更是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也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我国相关

政策也指出，要通过 15年不懈的努力，通过不断地自主创新，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

型国家这一愿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方式有很多，税收政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

我们这篇文章要探索的正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有哪些，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

好还是坏，以及一些对这方面税收政策的改进意见。

目前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进程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年以前，我国虽然顺利解放，但又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严重，国

民经济严重失调，计划经济使得权利过于集中，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的集体生活使得人

们缺少积极性，工作效率低下。这样的经济环境弱化了税收政策的经济调控能力，致使

那时的税收政策没有体现出它的价值。

1978年，我国召开了解放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逐

渐成为了我国的经济重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的作用也一

步步得到强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得到了人民大众广泛的认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我国开始充分认识到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由于经济全球化，我国

的经济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经济危难的关头，国家采取了干预措施，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的转型，丢弃了牺牲环境谋发展的古老做法，逐渐转为发展高新技术。这时候创

新的重要性就慢慢突显出来，我国一直强调自主创新，国际上许多国家也致力于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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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进行科技创新。而创新所需要的人、财、物是巨大的，这就需要国家通过税收政

策的经济调控作用来促进自主创新，使得人们的创新热情高涨。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意义

在中国，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十分显著，因此，经济学家们对我国的税收政策也有

不少的研究。如杨卫华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从而满足中小企业

的需求，是中小企业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这一结论，为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

向。吕耀林分析并发现了我国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的弊端所在，他认为我国的税收优惠政

策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更不能促进企业的自

主创新活动的开展。刘群则针对现在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建议。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速度快，他们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都多于

我们，提倡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措施和方法。西方有一种税收模式，即利用税收方面

的偏移来为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吸引资金，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受到许多国

家的推崇，并且有选择性的借鉴到自己国家的税收政策体系之中。

西方学者们对于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是否有效有着争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政策有着作用，例如在吸引外部资金进行投资的地区选择上。

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政府的税收政策对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进行了干预，违背了市

场经济的规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1．3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国内与国际相对比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和西方经济

发展的对比来研究税收政策和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联系。在对比中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使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加完善，从而促进我国企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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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收激励政策的理论分析

2.1税收优惠政策及其积极意义

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是指依据税法规定对我国的征税对象和部分纳税人

在税收上的照顾机制。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税收补贴、税收激励，而激励手段一直是一

种有效的特殊方式，因为激励所带来的效果远远高于其他方式。激励政策能很好的解决

创新资金被占用的腐败现象，为自主创新获得良好的经济基础。并且直接激励使得流程

变得简单易懂，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最重要的一点是税收政策一视同仁，适用于所有企

业，不会出现限制条件，并且税收政策具有规范的特点，实施之后便不轻易更改，比较

稳定，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时能够更加的放心，不用担心政策突然的变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展，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我国逐渐

站稳脚跟，一批优秀的中小民营企业相继建立起来，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并提供了大批就业岗位，缓解了我国的就业难题，也为我国的税收收入的增加贡献着自

己的一份力。所以说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我国十分的重要，关系到我国发展的方方面

面。但是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现状不容乐观，在经受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

全球经济增长明显缓慢下来，缺乏了生命力，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所面临的

发展压力也十分巨大，这样的恶劣的经济发展环境无疑是给本来就比大型企业发展困难

的中小企业压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在目前看来，市场份额的减少、产品成本的增加以

及资金融通困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在 2012年的一项对中国企

业家的问卷跟踪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全国企业发展状况都不景气的时候，民营企业以

及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难更大，而小微型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是不容乐观。而中小微企业

想要解决经营困难的难题，进行自主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无疑是一项突破困境的不

二选择。因此，一大批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诞生了，慢慢成为了我国非常活跃又充满

活力的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有数据调查显示，我国 65% 的专利、75% 以上的技术创新、

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创新有这么多的好处，自然不会很容易，

创新有着极高的风险性和需要巨大的人财物的投入，甚至有着许多不可控的外部因素，

这时就需要国家的财政政策的支持，而税收优惠政策无疑是财政政策中较为有效的一环，

是政府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对自主创新是一种间接投资方式。同时，政府也

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培养民众对知识产权的正确认识，切实保护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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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的利益。

2.2税收激励政策的局限性

税收激励政策具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具有消极局限的一面。

我们说税收具有无偿性，它使得国家可以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统一安排使用，体

现了财政分配的本质。财政收入职能、社会公平职能、经济调节职能是税收的三大职能，

人们过度的关注经济调节职能，却忽视了其他两个职能。调节虽然很有效，但是没有了

财政收入，再强的调节职能也只能是空谈。税收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上确实有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不能说税收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能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因素还

有很多。本文主要研究与思考的是税收政策，单单税收政策的影响不一定能够起到作用，

配合其他相关政策一同实施，才能使得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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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达国家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的经验

主要发达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都是采用税收优惠，又分为直接优惠和

间接优惠两种类型。直接优惠政策是直接对经营成果减免税，如企业所得税，是一种事

后的利益让渡形式。间接优惠政策是对税基的减免，强调事前的调整，例如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开发资金税前列支和提取科技发展准备基金等措施。具体的优惠形式包括：

（1）税收抵免

（2）投资抵免

（3）费用扣除

（4）加速折旧

（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

前四种优惠形式的代表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在 1996年推出了新的税收抵免政策，用

研发经常性支出高出基准数额的高低来确定抵免税额，这对新成立的公司非常有利。而

美国早在 1962年就推出了投资税收抵免政策，该政策规定如果是为了技术改造而购买新

设备，可按设备款的 10%抵扣当年应纳所得税额。而美国为了经济复兴，规定可将科学研

究和实验设计的费用作为日常生产费用在应税所得中扣除，并且对研发设备实行加速折

旧。

最后一种优惠形式以日本为代表，日本政府允许企业提取科研专项准备金用来进行

创新活动。为鼓励日本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日本政府规定高科技企业能够提取一部分特

别准备金，提取的准备金不计入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年度结束后，如有结余，再交

纳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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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税收只是起到集中资本的作用，调节经济这一职能几

乎没有实现，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完全是两码事，但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

逐步建立完善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开始进行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政府也

开始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逐步重视起自主创新，创新成果也十分显著，但也不可

避免的产生了一些问题。

4.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的进程

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并且经过一系列的税制改

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起来，替代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涉外税制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内陆地区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且吸引了大批

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办厂，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事物的增多，使得人们不断突破自我，接受能

力增强，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推出了一系列税收政策，

以便企业能够更好的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对于计算机软件等高新科技产品，在开发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增值税可以享受征收后立即退还的税收政策。而对于从事技术转让或技术

开发的技术型人才和企业，可以享受免征营业税的优惠。同时，在出口退税方面，只要

是属于中国高新技术商品出口目录中的商品，就算退税率没有达到征税率标准，但是在

经过国家税务总局核查并且批准后，仍可以按照规定进行退税。

4.2我国目前实行的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我国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

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相关税种。在 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 2008年的合并内

外资企业所得税后，我国鼓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从 1981到

1994年，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开始施行，以直接优惠政策为主； 1994到 2007年间，税

收优惠的对象逐渐从高科技园区慢慢向周边行业扩散，优惠形式也从直接优惠政策为主

慢慢变为直接、间接优惠政策兼行； 2008年以后，两税合并，内外资企业均使用统一的

税收优惠政策。这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后，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慢慢变得更加合

理和适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国情。没有一项政策是完全正确且适合一切国情的，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根据发展的状况来调整适宜的政府政策，无论是税收政策还是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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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并且在发现了别国或其他省份推行实施得非常有效的政策时，也不能盲目的跟风，

而是要具体分析对比，看看情况是否相似，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了政策的成功，

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能不能适用于这样的政策，如果在有了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确实可

以符合我国或我省的发展，那就可以适当借鉴，再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符

合目前经济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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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5.1当前税收政策的主要问题

（1）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比较苛刻

虽说我国为了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推出了许多的优惠政策，但是相对的也设置了

相对比较高的标准，大部分企业要想达到政策制定的标准还是比较困难的。除了一些开

发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的企业能够享受到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绝大

多数位于一、二产业、中小企业以及新开办的企业无法享受到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而这

就导致了一些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就没有在创新方面进行投入的打算，

而有些想要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无奈达不到标准，只能铤而走险，通过伪造证件等手段，

来使自己达到税收优惠政策的标准，从而获取创新带来的收益。这虽然是无奈之举，但

会败坏社会风气，使遵纪守法的企业越来越难生存，是不鼓励提倡的。

（2）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形成体系

我国的税种有很多，自主创新所涉及的税种也遍布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因此现在

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通过对原有条款的修订或补充所形成的，比较分散，没有一个系统

的优惠法律体系，缺乏全面协调，使得自主创新在实际开展时困难重重，甚至可能为了

办理一个证明要辗转几个地方，大大降低了创新活动的效率，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并

且，有些税收优惠政策只单单针对一个目标，没有考虑到自主创新的各个环节，从而使

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缺乏整体的扶持。由此暴露出许多税收政策在设计上的不合理之处，

需要我们引起重视。

（3）税收优惠政策过分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

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中绝大多数是对于已经研发成功的产品或成果进行奖励，并且

在同样取得成果的情况下偏重于省级以上的高层次奖项，过分的追求高层次研发成果，

从而导致忽视了对于许多正处于研究开发阶段的项目的扶持。这些没有得到关注的企业

可能正面临着迫切的转型压力，却由于自身科学技术落后，使得创新活动开展缓慢且容

易走弯路，甚至有血本无归的风险。所以说我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程度过低，对

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也较小，没有能够形成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

（4）缺少对高层次教育投入的优惠措施

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科研人员的优惠政策，没有考虑到教育投资的成本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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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的激励，个人所得税法也只对省级以上的奖项免征个人所得税。如果一个国家

缺乏对于高层次教育的优惠措施的话，国民们也不会愿意对高层次的教育进行投资，整

个科研领域将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这样的情况十分不利于我国的科技创新与发展。

5.2完善税收政策的建议

   （1）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法律体系

加强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透明度，让更多的企业自主创

新时能够有法可依。首先，要有关于自主创新的基本法，让创新法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

中占据一席之地，让中小企业对于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的维权行为得到保护，也降低了

企业对于进行自主创新活动所要面临的风险性，从而可以增加企业对创新的投入。

建立普惠性的税收激励机制，不再仅仅局限于那些高新技术企业，让更多想要自主

创新的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也能够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便利，加强我国创新的维

度，让全民创新成为可能。

   （2）重视研发过程中的税收优惠

我国应重视研发投入和转化过程中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能仅仅看中研发成果所带来

的收益。与此同时，在制定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时要尽量保证政策的系统性，让高新

技术产业不仅在单一环节，在整个研发过程中都能享受到税收激励，并且要慢慢将目光

由研发成果阶段放到研发中间阶段上来，即从侧重生产与销售环节转化为侧重对技术开

发的补偿和中间试验环节，这样才有利于税收政策更好的发挥它一体化的作用。

（3）加强对科研工作者的补贴力度

税收优惠政策在针对企业进行优惠的时候，不能忘记了我们的科研人员，因为科研

人员是创新大楼的建造者，如果没有他们，创新活动不会得以开展，所有要给予科研人

员优惠补贴，主要从加强科研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制建立入手：1.在收取个人所得税时可

以设立一个标准，如果在教育支出上占比较多的话，可以适当给予税前扣除的优惠，鼓

励人们多多进行教育投资。也可适当给予企业在任用科研人员时人力资本上的一些优惠，

这样科研人员也能间接享受到福利。2.可以拓宽科研工作者个人所得税减免税的渠道，

除了政府的一些补助和奖励外，企业的奖金和福利待遇也要考虑进来，甚至一些科研方

面的特许权使用费也可适当减征。3.针对自主创新企业的实际情况，在住房补贴上的扣

除要一视同仁，并且适当放宽标准，不计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来减轻科研工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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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负担。

（4）提高税务部门及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

由于现在税收上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还没有完善，这就需要各级税务部门及从

业人员要增强对中小企业的税务服务意识，让中小企业在面对申报时不至于完全摸不着

头脑，要加强引导企业的纳税申报、建账建制以及税收优惠的减免等。随着进行自主创

新活动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加快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提高中小企业的工作

效率，并在一定范围内降低中小企业获得自主创新税收优惠的成本，增强中小企业的自

主创新的积极性。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将反向促进我国税收的增加，可

谓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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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例分析：以江苏通月空调有限公司为例分析

6.1问题分析

虽说地处江苏，但处于苏中地区的江苏通月公司的自主创新投入远远低于苏南地区

的一些企业，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地区不平衡性。其次，由于经营管理者

的创新意识不强，只看到眼前的企业利润，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加上产业结构单一，

在传统中小企业遍布的大环境背景下，部分民营企业想要创新，也因为创新成本过高，

仅停留在浅层次的创新环节，没有深入到核心部分。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内部缺乏创新

型人才，外部聘请成本过高，导致不能形成完善的科技创新配套机制。即使有的企业已

建立了风险投资机构，但是由于并不完善，导致运行效率低下。而大多数企业的风险投

资意识缺乏，不愿意冒险。由于技术转化体制还没有完善，加上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产品数量少，许多高新技术成果虽有很大前景优势，却因为难以形成产业规模，从而

缺乏品牌效应，导致产品附加值过低。加上科技工作基础薄弱，信息、资金、人才等重

要数据和信息技术不能够共享，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和引起科技成果的力度。由

于激励机制不完善，有些非公企业科研人才的科技创新热情度较低，而有些虽能够得到

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但技术要素没有真正参与分配，绝大部分的科技人才缺乏归属感，

难有科技创新的热情。

6.2应对措施

  （1）国家针对不发达地区要采用灵活的税收优惠手段，以便能够适用于当地经济发

展的程度，从而符合国家的区域优惠政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热情。根据不发达地区的

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内外资的投入，从而帮助不发达地区

尽快缩小差距，赶上发达地区。合理运用税基式的优惠措施，如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

免、税前扣除、延迟纳税、亏损结转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2）增强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力度，实现税收公平，促进全行业的科技创

新。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一定要坚持税收公平原则，取消对企业的优惠范围限制，这样

才能更好的确保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目前所采用的企业所得税 15%的优惠税率

只适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样的范围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他企业

的自主创新的发展。取消范围限制，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热情，而且可以

引起整个社会对于科技创新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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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语

我国税收政策有许多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缺陷，我们不能只关注成果

而忽视不足，只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去解决问题，使税收政策得到进一步

的完善。因此，本文通过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优缺点进行研究，对中西方税收优惠政策进

行对比，从而指出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足和改正方向。通过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

税收优惠政策法律体系，来引导人们增加高层次教育支出以及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的

投入，加强个人及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并通过开辟税收政策的绿色通道来加快政策的

落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自主创新活动将逐渐被全国人民所广泛接受，企业的

自主创新也不再是困难重重，中国也将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跻身世界创新型国

家之列。

同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我们不能够不闻不问，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要根据经

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给予他们特殊的、符合当地实情的自主创新税

收优惠政策，让他们得以快速发展经济，提高创新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

政策来吸引外部资金进入当地，使其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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