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税收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现实与理

论依据

( 1) 现实依据 : 包括国家竞争要求和企业自主创新严

重不足的现实。

首先看国家竞争要求。正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 2006- 2020年) 》所说 :“必须清醒地看到 , 我

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主创新

能力较弱 ,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在⋯⋯确保国家安

全等方面 , 有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从国际上看 , 我国

也将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优势的巨

大压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紧紧依靠科

技进步和创新”。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 , 我国科学技术总

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 主要表现为: 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 发

明专利数量少 ; ⋯⋯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 , 但还不是

一个经济强国, 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薄弱。”[1]因

此, 政府利用其所掌握的手段之一———税收来支持企业自

主创新 , 实际也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需要。

项目 2000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有科技机构的企业占

全部企业的比重( %)
25.8 25.3 28.8 23.4

科技经费支出占产品

销售收入的比重( %)
1.65 1.73 1.52 1.49

表 1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和科技经费投入情况

其次看企业自主创新严重不足的现实。从以下两方面

数据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科

技活动基本情况 , 从表1[2]可看出 , 设立科研机构的大中型

工业企业的比重不但未增加, 而是在逐年下降。同时还发

现 ,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也

在逐年下降, 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投入还在逐年

下滑。另一方面是国内外在我国申请的发明、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3种专利申请授权结构情况。从表2可看出, 国内3

种专利结构表现为 : 实用新型专利最多 ( 2003年外观设计

略多些) 、其次为外观设计专利、最少的为发明专利 ; 国内

工矿企业3种专利结构表现为: 外观设计专利占绝对多数、

其次为实用新型专利、最少的为发明专利; 而国外3种专利

结构表现为: 发明专利占绝大部分、其次为外观设计专利、

最少的为实用新型专利。表明国内外3种专利授权数呈现

明显的反向结构。说明从整体上看我国授权的国内专利质

量普遍比国外专利质量差, 企业缺乏创新能力。

( 2) 理论依据: 外部效应。

企业自主创新 , 即使是很小的创新都会给国家乃至整

个社会带来正面效应, 即使像专利技术等受法律保护的创

新 , 一旦保护期结束 , 将公诸于众为社会共享。因此 , 企业

自主创新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活动 , 由于企业是社会

创新的主体 , 如果政府不给予支持将导致创新供给不足。

2 我国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现状

2.1 我国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现状

我国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 2020年 ) 》和国务

院 关 于 实 施 《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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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 年

项目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3 年 2004 年

国内

发明 5.95 3.71 6.49 7.62 12.05

实用新型 86.74 73.20 57.13 45.65 46.27

外观 7.31 23.09 36.39 46.72 41.68

国内工

矿企业

发明 6.75 3.81 3.24 6.16 11.73

实用新型 73.67 48.78 40.94 37.33 42.67

外观设计 19.59 47.42 55.82 56.50 45.60

国外

发明 81.88 48.82 64.35 78.90 79.98

实用新型 6.33 7.23 3.32 1.88 1.55

外观设计 11.78 43.75 32.32 19.22 18.47

表 2 国内外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3 种专利

申请授权结构情况比较( 单位: % )

( 2006—2020年) 》。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 国发( 2006) 6号)

之中。《规划纲要》主要从总体上规定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

税收政策 , 包括加快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 将企业购置的设

备已征税款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而国务院《若干配套政

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作了具体规定[3]。

2.2 现有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 1) 税收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支持谁 , 对自主创新的“自

主”规定不明确。自主创新是指企业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取

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为宗旨 , 以自我

为主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对政策的享受主体 , 目前政策只

规定自主创新企业 , 没有对内资企业、还是“三资”企业或

者所有企业作出资格限制 , 对自主创新的“自主”规定不明

确。难道我国的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也给外资企业和“三资”

企业中的外资部分享受? 那是支持“自主”创新还是“他人”

创新呢?

( 2) 税收政策没有具体规定怎么支持 , 对自主创新的

“创新”没有依据创新差异规定有差异的税收政策。企业自

主创新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3种。

原始性创新是指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首次提出的创意和思

想 , 经过一系列研究活动 , 最终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方

法 , 并取得效益的创新 ; 集成创新是指把人类历史中各个

已有的单项知识创造性地组合起来, 构成一个新的产品或

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 消化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对引进先进

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的活动。他们的创新度、创新风

险度及其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既然他们的创新度、创

新风险度及其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有大小之分 , 那么支持

的税收政策也应该有所区分, 而现有政策并没有做这种区

分。

( 3) 对自主创新的根本动因———人的创新积极性激励

的税收政策规定不够。企业自主创新的关键在于参与创新

的人 , 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果最终还是体现为具体创新人的

成果。因此 , 对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激励最终还要反映到

对创新人的激励上来。但是我国现有税收政策这方面规定

不多, 尤其是对自主人的创新行为和创新成果的个人所得

税激励不够 , 影响企业自主创新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 4) 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支持什么 , 是支持企业还是企

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或成果? 目前的政策将企业自主创新行

为与高新技术企业混为一谈, 将企业自主创新与高新技术

企业税收政策混为一谈。高新技术企业可能其创新能力较

强 , 但可能其现有技术全部是购买的 , 而且购买后没有任

何创新投入。高新技术企业并不等同于企业已经或正在开

展自主创新活动或已获得自主创新成果 , 将高新技术企业

与企业自主创新混为一谈是对其它自主创新企业的歧视。

对购买他国的高新技术也在我国享受自主创新的税收政

策, 结果反而成了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一种限制政策 ,

鼓励企业购买他国技术 , 与政府所要实现的税收政策目标

背道而驰。

3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原则

3.1 歧视原则

( 1) 创新度差别原则。依据不同创新类型实施不同的

税收政策。只有有差异的税收政策才能发挥对企业自主创

新的最大激励效果 , 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实行有所差异的税收政策。

( 2) 创新主体内外有别原则。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只对

内资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的内 资 部 分 , 外 资 企 业 不 应 给

予。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应充分体现自主创新中的“自主”二

字。

( 3) 享受政策起点限定原则。只有达到一定创新度的

创新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没有达到一定创新度的创新

不应享受 , 以提高创新质量。

( 4) 有奖有罚原则。就是在对自主创新实施税收优惠

的同时, 对高能耗、高污染等淘汰限制使用的落后技术 , 实

施重税限制 , 以显示税收政策对自主创新不作为企业的约

束 , 体现有奖有罚的原则 , 扩大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的正面

效应。

3.2 非歧视原则

( 1) 地区行业创新无歧视原则。不应因创新的不同地

区或不同行业实现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目前有个误区就

是认为只要设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 , 都是高新技术企

业 , 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就一定强 , 而实际上并非

如此。许多设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从事的并非是高新

技术, 假高新技术企业很多。同时更应看到 , 高新技术企业

与自主创新是两个不同概念 , 不能等同。高新技术企业只

是表明其现有技术是高新技术, 并不代表其目前的创新能

力和未来创新趋势。相反 , 有些当前为非高新技术的企业 ,

却可能正在大力投入开展技术创新研究 , 也许该企业不在

沿海高新技术开发区 , 而是在中西部。也许企业当前从事

的行业很不起眼 , 如废物利用、农业等。由于任何创新 , 特

别是原始创新在开始时都是很平凡的。鼓励自主创新的税

收政策就应该以自主创新的程度为标准 , 根据自主创新的

程度不同而实行不同的税收支持政策 , 而不应以自主创新

所在行业或地区为标准 , 根据自主创新所在行业或地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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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实行不同的税收支持政策。

( 2) 创新人员无差异原则。只要是中国公民 , 不论其身

份如何 , 也不论其从事何种行业 , 或者在什么地区 , 只要他

取得了创新成果 , 开展了创新活动 , 在享受税收政策上就

应一视同仁 , 以充分发挥全民的创新潜力 , 不应将创新看

成是少数科学家、高新技术人员的专利 , 实践也一再证明

人类历史上许多创新来自平凡的劳动人民。

4 完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基本内容是按照歧视原则和非歧视原则 , 明确规定企

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 支持积极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或取

得自主创新成果的内资企业或“三资”企业中的内资部分

及其自主创新直接参与人, 并以此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 1) 明确规定享受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对象和主

体。一方面 , 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对象方面 , 政策应明确

规定内资企业或“三资”企业中的内资部分所从事的创新

活动或创新成果才能享受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 , 规定内

资企业或“三资”企业中的内资部分为享受自主创新税收

优惠政策的对象。另一方面 , 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

方面 , 明确规定是有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有自主创新投入

或取得了自主创新成果的企业及其创新参与人 , 不论该企

业现在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 , 与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无

关。即使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正在使用高新技术,

但如果企业没有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没有自主创新投入或

取得了自主创新成果也不应该给予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

因为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已另有不少税收政策规定。应该

将企业正在做的创新行为和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的创新

成果与通过购买他人的高新技术严格区分开来 , 以明确自

主创新税收政策要鼓励什么限制什么。

( 2) 依据不同创新类型实行有差别的税收减免政策。

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规定不同的

税收优惠政策 , 至于差异具体多大可依国家财力状况确

定 , 但必须有差异 , 原始创新应该最优惠 , 以体现政府的政

策意图。

( 3) 个人科研成果转让、获奖收入个人所得税减免政

策。企业自主创新, 关键要有自主创新的人才。任何一项自

主创新成果都离不开创新的人才。因此 , 企业自主创新的

税收政策必须用在刀刃上 , 对自主创新的个人科研成果转

让、获奖收入, 明确规定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 , 以充分调动

自主创新人员的创新潜力和创新积极性。

( 4) 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政策 , 从税收大环境上支持

内资企业自主创新。当前 , 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收待

遇差别依然巨大 , 税收政策方面的非“国民待遇”已严重影

响了企业自主创新。这种状况若不改变 , 内资企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将仍然处于受压制的境况 , 势必影响国家创新能

力的增强 , 甚至会直接危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统一内外

资企业税收政策对增强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效果将

是巨大的。

( 5) 对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必须淘汰的技术实行重税

限制政策 , 从反向促使企业自主创新。由于高投入、高消

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落后技术常常具有很大的负

外部效应 , 如果任其使用势必影响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积

极性 , 对其征收重税将大大激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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