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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的必要性

1995 耀 2008年我国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增长了

3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上

升至 9.6%，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资金增长了 16倍，总利税

增长了 12倍，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增长了57倍。高新技术企

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我国政府通过提供土

地、财政补贴、政府投资、优惠贷款、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壮大，其中

税收优惠政策对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政府根据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

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扶持其发展。

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税收优

惠政策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若不能有效

解决将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以下是比较突出的几

个问题：

第一，税收优惠的方式不完全适合高新技术企业的实际

情况。税收优惠有低税率、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税收豁免、投

资抵免、减免税额等多种方式，分别适用于企业中的不同情

况，至于哪种优惠方式更适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更能有效解决

遇到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解决方案。

第二，税收优惠环节的选择不十分恰当。高新技术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经历融资、研发、成果转让、收入分配及扩大再

生产等多个环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在哪一个

环节享受税收优惠更恰当，不同的高新技术企业不同环节遇

到的问题是否都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加以解决，不同环节

采用何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更有利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先

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科学的评估。

第三，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税收优惠政策重叠与

缺位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由于税收优惠政策脱离了企业的

实际情况，导致税收优惠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会造成国家

财政税收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由于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

使得一些应该得到扶持照顾的企业或经营活动难以享受到优

惠政策。

第四，税收优惠政策失当，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机会，造成

国家财政税收收入的流失。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在于激励企

业的特定行为，促进其健康发展，但由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

方式、环节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使得一些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

策进行避税，减少了国家财政税收收入。

目前，判断税收优惠政策是否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更多的

是依赖经验分析以及事后的逻辑推理等主观评价，缺乏统一、

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和考核办法。因此，对于一项税收优惠政

策是否有效，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同。比如，李丽青（2007）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

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行试验与 R&D税收政策对企业

R&D投入的激励作用十分有限。而张迪秋（2007）运用问卷

调查的数据进行测算，得出的结论是，税收优惠与高新技术企

业产值、R&D投入、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及技术性收入等

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税收优惠政策比较有效。两人均是以

2007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及数据为样本进行测算，但结论却大

不相同。可见，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绩效水平的评价仍然没有

统一的科学的判断标准。

为更好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本文力求从简易科学、可操作性强的角度选取指标，介

绍一种绩效评价方法，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运用效果进行

测评。

二、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

政府在税收政策上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特殊的优惠，鼓励

和倡导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其最终

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全面健康

发展。企业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和持续性成长能力，决定了其最

终的发展前景。因此，笔者认为应从税收优惠政策的最终目的

可持续增长率指标在

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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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政府重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制定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但对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企

业的帮助有多大、哪些政策更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方法，由此导致了优惠政策重叠、与实际需求脱节

等问题。本文着力建立一个科学、可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价方法，从税收优惠实施的目的出发，本着操作方法简单及考

核指标科学、实用的原则，以可持续增长率指标来评价税收优惠政策的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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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选取企业会计指标中可持续增长率指标作为评价税收

优惠政策绩效水平的参考。

1. 可持续增长率概述。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保持目前经

营效率和财务政策（资本结构、股利支付率）不变的情况下公

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反映了企业当前经营效率和财

务政策决定的内在增长能力。

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可用于计算可持续增长率：一是根

据期初股东权益计算，可持续增长率=期初股东权益净利率伊

利润留存率；二是根据期末股东权益计算，可持续增长率=期

末股东权益净利率伊利润留存率/（1-期末股东权益净利率伊

利润留存率）。

这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是相同的，但第二种方法使用本

期净利润与期末股东权益等数据进行计算，时间口径一致，因

此我们认为在对特定企业或行业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价

时，选择第二种计算方法更为合适。

2. 选取可持续增长率指标的合理性。

（1）与税收优惠的最终目的相一致。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

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最终目的，而可持续增长率体现的是

对企业未来成长情况的预测，能够代表一个企业适宜的发展

速度。在此用具体数据衡量该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高新技术

企业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趋势。

（2）简便易算，可操作性、综合评价能力强。可持续增长率

的计算过程简单，高新技术企业运用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能够

在不同的会计科目中反映出来，如营业外收入的减少、开发支

出的增加、企业所得税的减少等，从而最终影响到企业的净利

润，并以此影响企业可持续增长率。因此使用可持续增长率指

标，能够综合评价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点以及影响效果。

同时，数据的变化情况是基于企业的财务报表及纳税申报表

中的数据，便于统计和获取，指标运用可操作性强。

（3）可用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可持续增长率指标可用

于单一企业（或行业）内部的纵向比较以及和其他企业（或行

业）的横向比较。

第一，纵向比较。在同一年度内，比较不同税收优惠政策

对可持续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可以评价不同税收优惠政策的

效果。在不同年度内，比较相同税收优惠政策对可持续增长率

的影响程度，可以评价企业（或行业）在不同年度内对该项税

收优惠政策的利用程度。

第二，横向比较。在同一年度或者不同年度内，比较相同

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企业（或行业）可持续增长率的影响程

度，可以评价不同企业（或行业）对于相同税收优惠政策的利

用程度。

3. 税收优惠政策对可持续增长率指标的影响路径。对高

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增值税即

征即退、税基式减免、税额式减免、税率式减免。不同税收优惠

政策的作用点和对高新技术企业会计科目的影响也不尽相

同，但每个会计科目的变化最终都会导致企业应交所得税额

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净利润额，从而得出不同的可持续增长

率，影响的路径如右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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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作用传导路径

减免企业所得税寅应纳所
得税额减少寅净利润增
加寅可持续增长率增加

减免营业税寅营业税金及
附加减少寅净利润增加寅
可持续增长率增加

减免增值税寅应交税费
渊应交增值税冤寅净利润增
加寅可持续增长率增加
减免消费税寅营业税金及
附加减少寅净利润增加寅
可持续增长率增加

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尧房
产税寅管理费用减少寅净
利润增加寅可持续增长率
增加

减免企业所得税寅应纳所
得税额减少寅净利润增
加寅可持续增长率增加

税基减免式优惠寅收入额
减计寅应纳税所得额减
小寅应纳所得税额减小寅
净利润增加寅可持续增长
率增加

税基减免式优惠寅费用扣
除寅应纳税所得额减小寅
应纳所得税额减小寅净利
润增加寅可持续增长率增
加

加速折旧寅管理费用尧制
造费用寅应纳税所得额减
小寅应纳所得税额减小寅
净利润增加寅可持续增长
率增加

加计扣除寅管理费用寅应
纳税所得额减小寅应纳所
得税额减小寅净利润增
加寅可持续增长率增加

税率减免寅应纳所得税额
减少寅净利润增加寅可持
续增长率增加

计算科目

利润总额-所得税
=净利润

营业税金及附加袁
应交营业税

营业税金及附加袁
应交税费渊应交增
值税冤袁 增值税纳
税申报表

管理费用袁应交税
费-应交土地使用
税尧应交房产税

利润总额-所得
税=净利润

营业外收入-出售
无形资产收益渊转
让技术所有权冤尧
主营业务收入-让
渡资产使用权渊转
让技术使用权冤尧
纳税调整项目-减
计收入

纳税调整项目-扣
除类调整-职工教
育经费支出尧业务
招待费支出尧广告
和业务宣传费支
出尧赞助支出等

纳税调整项目-资
产类调整项目-固
定资产累计折旧

管理费用袁纳税调
整项目-扣除类项
目-加计扣除袁纳
税调整项目-资产
类调整项目-无形
资产摊销

利润总额尧应交所
得税

减免企业
所得税

税

额

式

减免
营业税

减免增值
税尧关税尧
消费税

减免城镇
土地使用
税尧房产税

退税

减计收入

费用扣除

加速折旧

加计扣除

低税率

税

基

式

税
率
式

项目

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对可持续增长率的影响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