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 R&D 成为企业提高市 场

地位、保持长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企业 R&D 投入强

度(企业 R&D 经费支出 /销售收入的比重)已成为衡量企业

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为提高企业在国际上的

竞争力 , 世界知名企业纷纷增加 R&D 经费支出 , 投入到企

业 R&D 竞争的行列。但是 , 由于 R&D 活动的溢出效应、高

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 企业 R&D 投入的提高 , 除了企业自身

的努力外 , 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一般来说 , 政府可以采

用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来促进企业

的 R&D 投入。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政策工具中 , 税收优惠政

策由于更倾向于利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 , 具有普惠性 , 因

而被世界各国政府所普遍采用[1]。为什么税收优惠政策能

够激励企业对 R&D 的投入?其影响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

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1 优惠政策激励企业R&D投入的机理

企业 R&D 投入是一个对各种稀缺资源(人、财、物)进

行配置 , 从而创造性地产出特定的科学知识、技术成果及

其它关键性的稀缺资源的复杂的投入产出系统。在这个投

入产出系统中, 投入产出的效率是由企业的 R&D 能力决

定的 , 企业的 R&D 能力是企业创新资金的来源、承受风险

的能力、技术开发能力等因素的有机结合[2]。税收优惠作为

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 , 可以通过利益机

制 , 影响到企业 R&D 能力中的各个因素。增加企业的创新

资金 , 降低 R&D 投资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 增加企业

R&D 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 增加投资的预期收益, 从而实

现对企业 R&D 投入的激励作用。影响的路径如图 1 所示。

图 1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 R&D 投入的影响路径

1.1 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企业 R&D 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

1.1.1 没有税收时的厂商投资决策

新古典投资理论认为 ,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的投资

决策将会按照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恰好等于资本使

用成本的原则作出。资本使用成本是影响投资需求的关键

因素, 较低的资本使用成本意味着比较高的投资需求。如

果资本使用成本较低 , 企业将扩大资本使用量 , 直到资本

的边际产量递减到使边际收入等于资本使用成本为止[3]。

根据乔根森 1963 年提出的标准资本成本模型 , 如果

企业没有自有资本 , 资本使用成本由融资成本和折旧共同

决定(不考虑通货膨胀), 即:

c=q(r+d) (1)

其中 , C 为资本使用成本 , q 为 资本 价 格 , r 为 市 场 利

率 , d 为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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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有税收时的资本使用成本

如果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率为 u, 且

不允许在税前扣除折旧和利息 , 此时 , 资本使用成本的决

定式是:

c=q( r+d) /( 1- u) ( 2)

上式表示 , 由于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 , 使得企业每

1 元 利 润 只 剩 下(1- u)美 元 , 所 得税 提 高 了 资 本 的 使 用 成

本 , 提高额为它的倒数 , 税后的资本使用成本是原来资本

使用成本的 1/(1- u)倍。而且提高的倍数与税率 u 正相关, u

越大 , 提高的倍数越大 , u 越小, 提高的倍数越小。

可见 , 政府征税增加了资本使用成本 , 抑制了投资行

为。但是 , 如果对投资实行优惠税率、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

政策 , 将降低资本使用成本, 使资本的需求量增加。

1.1.3 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后的资本使用成本

首先 , 假定政府允许企业可以在税前扣除资本的正常

折旧和利息 , 此时 , 资本使用成本的决定式为:

c=q(r+d)(1- uz- uy)/(1- u) (3)

其中 , z 为价值 1 元资本的将来折旧扣除的现值 , y 为

价值 1 元资本的利息扣除的现值。由(3), 如果(1- uz- uy)>

(1- u), 或者(z+y)<1, 那么(3)式决定的资本使用成本将大于

等式(1)式无税情况下的成本 , 也就可以认为企业所得税抑

制了投资。而如果(z+y)=1, 也就是说 , 如果价值 1 元资本的

折旧和利息扣除的现值等于 1 元 , 那么 , 企业所得税是中

性的 , 对投资没有影响。一般情况下 , 我们可以认为(1- uz-

uy)<( 1- u) , 也就是说 , (3)式所决定的资本使用成本小于(2)

式不允许税前扣除资本折旧和利息情况下的成本 , 也就可

以认为资本项目扣除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 , 鼓励了投资。

其次 , 假设政府允许企业加速折旧。h 表示增加的折

旧率 , 则此时的资本使用成本的决定式为:

c=q(r+d)(1- uz- uy- uh)/(1- u) ( 4)

显然 , 与(3)式相比 , (4)式进一步降低了企业 R&D 投入

的资本使用成本 , 从而鼓励了投资。

同样 , 如果政府进一步对企业 R&D 投入实行投资税

收抵免的税收优惠政策 , 资本的使用成本将在(4)式的基础

上更进一步降低 , 为:

c=q(r+d)(1- uz- uy- uh- ug)/(1- u) ( 5)

其中 , g 表示税收抵免率。

公式(5)表示了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 R&D 投入资金使

用 成本 之 间 的 关 系 : 企 业 R&D 投 入资 金 的 使 用 成 本 与

R&D 投资的资本利息、资本折旧、所得税率成正比 , 利息、

折旧和所得税率越高 , 则企业 R&D 投资的资本成本越高 ;

与加速折旧扣除、投资抵免、利息扣除、优惠税率等税收激

励政策成反比 , 税前扣除项目数额越大 , 企业 R&D 投资的

资本成本越小。由此 , 税收优惠政策通过降低企业 R&D 投

入的资金使用成本 , 相对增加了企业 R&D 资金的来源 , 从

而增加了企业 R&D 投入的能力。

1.2 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企业 R&D 投资的风险

关于税收对风险的影响 ,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 , 对投资

征税影响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 从而会改变企业的资产组

合 , 而允许大量的风险损失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使政

府成了与企业共担风险的 “隐匿合伙者 ( Silent Partner) ”

(Stiglitz, 1969)。

( 1) 投资者的税前资产组合。假定投资者的资产的形

式有两种: 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投资者的偏好用一系

列无差异曲线 UI、U2、U3 表示。这些无差异曲线斜率为正,

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必须用更多的收益来补偿 ; 曲线由陡趋

缓 , 表明风险对收益的边际替代率递增。

在投资市场上 , 投资者的风险与收益的组合 , 可用机

会线 OP(opportunity liae)予以反映。如果资产组合完全由

风险资产组成 , 则 P 点就是可能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收

益 , O 点是无风险资产的风险与收益。于是 , 无风险资产和

有风险资产的各种组合就由 OP 线上的所有点给定。当从

O 点向 P 点移动时 , 持有风险资产的份额将按比例增加。

将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与机会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投资

者的决策结果, 即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比

例各为多少。图 2 中无差异曲线 U1 与 OP 相切于 A 点 , 表

示在不征税的情况下 , 投资者资产中风险资产比重为 a1=

OA/OP。

图 2 税收对企业资产组合的影响

( 2) 征税后的资产组合。如果开始对投资收益课征比

例所得税 t 并且不允许损失补偿 , 则在同等风险水平下 ,

收益减少了(1- t)×Y, P 点水平向左移至 P1。新的机会线是

OPl, 如果投资者想保持原来的资产组合 , 即选择 C 点 , 显

然 C 点的风险高于 A 点 , 收益也低于 A 点 , 投资者的效用

降低了。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等的投资原则 , 投资者对风险

资产的投资动机必定会减弱 , 必然会减少风险资产在总资

产中所占的比例以使得风险与收益对等。也就是说 , 征税

后 投 资 者 的选 择 将 是 B 点 , 显 然 OB/OP1<OA/OP, 投 资 者

的风险资产的比例减少了。

( 3) 允许损失补偿后的资产组合。损失补偿是指某一

所得来源损失可以从其它来源的利得中扣除 , 或者如果损

失超过利得 , 当期给予补助或允许损失结转于其它年份。

如果政府允许企业充分损失补偿 , 则风险资产的收益

被减少到:

y1=∑piXi=(1- t)y

同时风险也被减少到:

r1=∑qiLi=(1- t)r

既然风险和收益按比例减少 , 风险一收益曲线机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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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P 点就会按比例(1- t)向原点移动至 Q 点 , 新的机会线

是 OQ。

对投资者来说 , 预算线没有变化。投资者仍然处于 A

点, 使其在相同的风险得到相同的收益。但是, A 点现在所

反映的资产组合是不同的, 现在风险资产在全部资产组合

中所占的比例为 a2=OA/OQ, 显然 a2>a1, 风险资产的比例上

升了。换言之 , A 点与税前机会线上的 A 点相对应 , 投资者

被诱使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 承担的

风险已经增加了 , 但投资者还没有觉察到 , 原因是政府现

在承担了一部分风险。

可见 , 如果税收政策像对待普通投资行为那样对待像

R&D 这样的风险投资 , 由于风险投资特有的高风险和不

确定性 , 税收侵蚀过多的风险酬金 , 将抑制风险投资的正

常发展。而如果政府对企业 R&D 投资采取降低所得税率

或允许企业用损失冲减利润的税收政策, 由于政府承担了

一部分风险损失 , 将会相对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 , 降低企

业的投资风险 , 从而鼓励企业增加对 R&D 的投资。

1.3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 R&D 人力资本供求的影响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 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源

泉 , 是经济增长的要素 , 只有人力资本的积累才会实现技

术进步的飞跃[4]。企业 R&D 能力取决于 R&D 人力资本的

积累。而 R&D 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个人对 R&D 人力资本

的供给和企业对 R&D 人力资本的需求两个方面。R&D 人

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量越大 , 企业技术开发的能力越强。

1.3.1 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个人 R&D 人力资本的投资

税收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是通过对个人的人

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来实现的。与税收对物

质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相同, 个人在 R&D 人力资本投资

上所获得的税后净收益 , 能否达到个人投资者满意的程

度 , 决定了个人在 R&D 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行为。

图 3 税收对 R&D 人力资本供给的影响

如图 3, 假设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劳动供给与

工资正相关 , 工资越高 , 劳动力供给越多。因此 , 劳动供给

曲线向上倾斜。在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前 , 当均衡的工

资水平为 W0 时 , 社会上愿意供给的劳动力数量为 LO。如

果政府对工资征收个人所得税 , 此时 , 实际工资降为 Wl,

劳动供给量从 LO 减少到 Ll。可见 ,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减少

了劳动的供给量。而且 , 税率越高 , 减少的劳动力供给数量

越多。

个人所得税影响个人对人力资本的供给投资得到经

验分析的支持。埃克斯坦(Eckstein, 1980)对美国资料的研

究表明 , 劳动力供给对个人所得税税负的弹性系数约为

- 0.04, 即税负提高 1 个百分点 , 劳动力的供给相应下降

0.04 个百分点[5]。既然提高个人所得税会抑制个人对人力

资本的投资。反之 , 如果对个人所得税实行优惠 , 将提高实

际工资水平 , 使劳动供给量增加。因此 , 如果对从事 R&D

的人员实施个人所得税或工资上的税收优惠 , 比如对发明

创造奖金减免部分税款、放宽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等等 ,

将促 使 人 们在 进 行 职 业 选 择 时 更 加 倾向 于 从 事 R&D 工

作。

1.3.2 税收政策影响企业对 R&D 人力资本的投资

企业对 R&D 人力资本的投资表现在支付给 R&D 人

才的工资和对 R&D 人力资本进行职业培训上。R&D 人才

的工资一般都较高 , 企业聘用 R&D 人才无疑会增加企业

的成本支出。而对于职业培训来说, 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

成本支出 , 另一方面 , 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可能会给企业投

资于员工培训带来损失。企业作为投资者 , 其投资动力除

了通过提高员工素质 , 进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以增强企

业竞争力这—因素外 , 必然考虑该投资的企业成本与社会

成本。劳动者接受培训后离开企业, 必然会使企业的利益

受到伤害。而 R&D 这种高级技术人才的流动 , 给企业带来

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图 4 税收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影响模型

如图 4 所示 , 假设劳动供给不变 , 在征收工资税时 , 均

衡的工资水平为 W0, 均衡的劳动需求量为 L0; 当实行工资

税收优惠时 , 均衡的工资水平为 Wt, 均衡的劳动需求量为

L1。因此 , 如果允许需求企业税前扣除支付给 R&D 员工的

工资和培训费用 , 会降低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 , 从而激励

企业投资 , 增加对相关劳动力尤其是研究开发人才的需

求。彼恩斯托克(Beenstock, 1979)曾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 ,

以英国的数据为基础研究了所得税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税负下降 1%, 企 业 的 劳 动 力 需 求 量将 增 加

1.4%。

2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 , 可知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从 3 个方

面来激励企业 R&D 投入: 一是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

R&D 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 , 从而刺激企业 R&D 投资的增

加; 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使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企业 R&D 投

资的风险损失 , 降低了企业 R&D 投资风险 , 从而鼓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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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持 有 R&D 资 产 的 比 例 ; 三 是税 收 优 惠 政 策 提 高 了

R&D 人才的实际工资水平 , 降低了企业投资 R&D 人力资

本的成本支出 , 从而提高了 R&D 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

因此, 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 R&D 投入

的激励机理 , 达到大幅度提高企业 R&D 投入的目标。

首先 , 政府可以采取降低 R&D 企业所得税率、加速折

旧、研究费用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来增加企业 R&D

投入的资金供给。

其次 , 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盈亏互抵政策来改变企业

收益在风险资产与非风险资产之间的分配 , 鼓励企业增加

对 R&D 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

最后 , 政府可以采取降低 R&D 人力资本的个人所得

税率、对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奖金减免部分税款、放宽 R&D

人力资本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等激励措施来提高社会对

R&D 人力资本的供给。允许企业税前扣除支付给 R&D 员

工的工资和培训费用等措施来激励企业对研究开发人才

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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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技术扩散速度的主要因素

影响技术扩散速度的主要因素包括 : 概念的复杂性、

相应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应、与流行观念的相容性、可实

现性、可观察性[1]。将这些因素用于分析转基因食品领域的

技术扩散时 , 会因为转基因食品的有关争论而面临诸多特

殊性。

1.1 概念的复杂性

由于新技术会产生新概念, 新概念复杂性的高低决定

着民众理解新概念的难易程度, 也影响着技术扩散速度的

快慢。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 就从未停止过对作物的遗

传改良。过去几千年里农作物改良的方式主要是对自然突

变产生的优良基因和重组体的选择和利用 , 通过随机和自

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

育种 , 则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 , 进行优良基因的重组和

外源基因的导入而实现遗传改良。因此 , 转基因技术与传

统技术的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 , 但在

基因转移的范围和效率上 , 二者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 , 传

统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 , 而转基

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第

对我国转基因食品领域技术扩散政策制定的思考

王卉珏

( 华中科技大学 政教系 ,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影响技术扩散速度的主要因素有 : 概念的复杂性、相应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应、与流行观念的相容

性、可实现性、可观察性。发达国家技术扩散政策的主要目标, 包括技术目标、组织机构目标、产业目标和区

域目标 , 其主要功能包括转移功能、商业化功能、应用功能、咨询功能、移民功能和生产功能。在制定我国转

基因食品领域的技术扩散政策时 , 既要考虑技术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 , 也要借鉴发达国家制定技术扩散政

策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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