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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有关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制定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和完善 。结 

合我 国实际 ．从 5个方 面对这 个问题作 了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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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1．1 优惠对象不 明确 

现行的所得税优惠主要是对单位 ．而没 

有明确到具体的科技开发活动及项 目．这不 

利于促进科 技创新 和高新技 术企业 的发展 。 

因 为一项 科 技成 果 的开发 试验 阶段 往 往是 

最需要政府扶持的．而目前的优惠政策只对 

已取得收益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优惠 ．对急 

需 进行 技术 革新 的企 业 以及 正在 进行 的科 

技开发活动缺乏鼓励。这样会导致企业只关 

心技术成果的应用 ．而不注意对科研开发的 

投入。另外，这样还可能造成：①优惠的泛 

滥。企业一旦被确认为高新技术性质的，其 

本不应享受优惠待遇的非科技收益也会享 

受优惠待遇；②优惠的缺位。有些未被确认 

为高新技术性质的企业．其科技收益难以享 

受优惠。这些都会降低优惠政策的效率。 

1．2 优 惠方 式不科学 

目前 的优 惠方 式偏 重 于税 率优 惠 与税 

额减免，而对加速折 旧、投资抵免 、延期纳 

税 、税收信贷等措施运用得很少，运用的力 

度也不够。前者属于直接优惠．强调的是事 

后利益的让渡，对象仅限于取得收益的创新 

行为，对未取得收益的创新行为则不给予优 

惠 。这对 于引导企业事前进行 技术开发 和分 

担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风险作用较弱。不利于 

从根本上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而且这 

种直接减免方式如果不规定优惠期限。将会 

形成保护落后 的局面 ．干扰正常的市场活 

动 。 

1．3 优惠导 向不合理 

现 行的优 惠 政策 是 以区 域优 惠 为主 导 

而不是以产业优惠为主导．主要对高新技术 

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优惠 ．而对开 

发区外的企业，即使其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 

也难以享受优惠。这种以区域为标准对企业 

在税收上区别对待的做法 。造成企业纷纷挤 

往开发区．引起不必要的人、财 、物的浪费和 

税收调节效应的扭曲，违背了运用优惠政策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另外。各 

地为了促进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纷 

纷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变 

相的税收优惠政策一财政返还政策。这样造 

成了地区的政策优势，削弱了产业性的政策 

导向．从总体上影响了国家产业政策和税收 

政策的实施。 

l-4 优 惠内容不完整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不完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缺乏个人所 

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目前 。我国对高新技 

术产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企业、 

所得 ，对科技人员个人所得的优惠政策甚 

少。这样不利 于调动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 。另 

外．现行的所得税政策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管 

理阶层获取的个人所得(如工资、股息等)没 

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②缺乏鼓励高科技风 

险投资的优惠政策。由于风险投资是高新技 

术开发和产业化的重要支撑条件 。因此 ，国 

外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风险投资的作用 ，纷 

纷制定 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其发 

展。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还 

未制定 出针对高科技风险投资行为和风险 

投资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 ．不利于我国高新 

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1．5 优惠管理不完善 

我国在运用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 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 

题，就是对优惠的管理不够科学严格 ，以致 

优惠的效率不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①受惠对象的认定和核准标准 

设计不够科学，同时，对受惠对象是否符合 

优惠条件的审核把关不严 ，以致一些本不应 

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和项目也享受了优惠． 

造成了优惠的泛滥和支出方向的失控。②对 

于优惠的支出额度控制 、效益评估 、目标考 

核等方面缺乏科学严格的管理，以致优惠的 

支出额度失控 、效益不佳 ，造成了国家财政 

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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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几点建议 

2．1 明确 优惠对象 

由于现行优惠对象的规定不够明确，针 

对性不强 ．不利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 

因此，要考虑：①实行项目优惠制度。对企业 

的科技投资项 目实行立项登记 ，直接针对研 

究开发项 目本身进行优惠；并且根据国家产 

业 政策 将研 究 开发项 目分 为重点 鼓 励项 目 

和一般鼓励项 目，不同项 目分别给予不同的 

优惠待遇。②实行科技成果的验收、鉴定制 

度。对已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如果其技 

术 、产 品和成果不再属于高新技术 的，不给 

予优惠。对未被确认为高新技术性质的企 

业，如果其技术 、产品和成果属于高新技术 

的。给予优惠。 

2．2 注重间接优惠 

由于直接优惠存在着局限性．今后我们 

的所得税优惠应转向能促进企业进行科技 

开发和技术革新的间接优惠上来。间接优惠 

使用范围广泛 、方式灵活 ，有助于防止企业 

的短期行为 ．引导企业选择合适的投资方 

向。因此 ，今后我们在实行直接优惠的同时。 

要更加注重间接优惠：①提高高新技术企业 

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率，缩短其折 旧期限。 

建议将高新技术企业科研设备 的法定使用 

年限缩至 3年．并且允许其在第一年提取 

50％的折旧费，②扩大高新技术企业费用税 

前扣除的范围和标准。建议凡是用于技术研 

究与开发方面的开支 ．均可作为费用 100％ 

地进行税前扣除。③加大高新技术企业投资 

税收抵免的比例。建议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在 

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可按实际发生 

额的 10％ ～15％抵扣其所得税额。④允许高 

新技术企业设立各种准备金。如风险准备 

金 、技术开发准备金、新产品试制准备金 、亏 

损准备金等．这些准备金可按营业收入的 

4％～5％的比例提取，并可在税前据实扣除。 

⑤实行再投资退税政策，对于高新技术企业 

用于再投资的所得，可 以按 40070～50％的比 

例退还其已缴的所得税款。⑥实行延期纳税 

制度。对暂时经营资金周转困难或亏损但有 

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允许其延期缴纳或分 

期缴纳应负担的税款。⑦实行税收信贷制 

度．对于资金缺乏但有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 

企业允许以相当于正常银行利率一半左右 

的利率“借”给它们 ．限期归还。 

2．3 突 出产 业导 向 

现行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区域导 向性 明 

显而产业导向性不足．影响了国家产业政策 

的实施。今后我们应减少区域性优惠，强化 

产业性优惠 ．以突出政策的产业导向性。具 

体措施可以考虑：①统一高新区内外的高新 

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②清理各地地方 

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和产 

业升级的要求 ，制订全国统一的支持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 ．对整个高新技术产 

业实行普遍优惠。 

2．4 补 充有关内容 

由于现行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缺乏鼓励个人和风险投资方面的措施 ， 

因此 ．我们应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补充和完 

善。第一，制定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①对于政府或企业发给高科技人才的各类 

奖金和特殊津贴，建议免征个人所得税。② 

对于企业发给高科技人才的各类补贴．建议 

免征所得税。③提高高新技术行业科技人员 

劳务报酬的税收起征点和减免额。建议将其 

起征点确定为每月 3 000元 ．减免额确定为 

应税工资额减征40％。④对于高科技人才在 

技术成果 转让和技 术服务方 面取得 的收入 。 

建议在 20％ 的个人所得税 比例税率基础上 

予以减征 30％ 一50％ 。⑤对于科技人员以技 

术人股而获得的股权收益。建议免征个人所 

得税 3～5年。⑥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管理人员 

获取的个人所得 。建议按 5％一10％ 的低税率 

征税。第二，制定鼓励高科技风险投资的所 

得税优惠政策。①对各类风险投资公司建议 

采用加倍提取风险准备金 、延期纳税等方式 

降低风险，提高行业引力。②在税率优惠和 

税额减免方面风险投资公 司可以享受与高 

新技术企业同等的待遇。即享受两年的免税 

期，此后享受15％的优惠税率。③对于个人、 

企业或机构从风险投资中获取的资本收益 

建议免征所得税。④对于企业购买高新技术 

企业的股权支出，建议将其视为企业的科技 

开发投 入 ．享 受 lO％～l5％的税 收抵免优惠 。 

2．s 强化 优惠管理 

由于我们对优惠的管理不够科学严格 ． 

导致了优惠的泛滥和低效率。因此，今后我 

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具体措施可 以考 

虑：①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的认定和 

核准工作 ，加强对科技开发的考察、评价与 

认定工作 ，实现优惠对象的科学认定。同时， 

严格把好受惠对象的审核关，加大对滥用优 

惠和以不法手段获取优惠的打击惩处力度 ． 

以杜绝人为因素造成的优惠泛滥与失控。② 

实行税式支出预算制度。首先。对税式支出 

的成本进行估计 ；其次 ，对税式支出实施预 

算控制和效益考核。即按政府规定的科技税 

式支出统一帐 目。进行严格规范的税式支出 

预算 ；并对受惠对象的成果进行鉴定，对其 

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预测和考核。然后。连 

同税式支出成本的估价一并纳入财政预算 

过程 。从而强化优惠的预算控{5|与效益考 

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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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ecti0n of Our Income Tax Preferential 

Policy For High-Tech In dustry 

Abstract：At present，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exist in our income tax preferential policy for high-tech in- 

dustry，it needs further adjustment and perfection．Combining our countlT’s reality．，we research this problem 

from five aspe cts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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