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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及其效应分析
——以信息技术业为例

陈美容 曾繁英（教授）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福建泉州 362021）

【摘要】本文以我国信息技术行业高新技术企业2008 ~ 2011年的数据为依据，分析了所得税及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实施

对企业R&D投入及经营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企业R&D投入有较显著的正的影响，但增值税的

优惠政策效应并不显著，本文分析了政策影响弱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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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

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从微观上看，R&D活动是企业自

身进行市场竞争的有效途径。但个体企业研发过程的高风险

性、不确定性及研发成果的外溢性使得企业在创新投入上可

能达不到理想的水平。因此，在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的过程中，

政府的扶持就显得至关重要。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实证研

究一般都认为税收优惠政策能刺激企业的R&D投入，综观

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办法，税收优惠也都是重

要手段之一。

我国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就陆续有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信息技术业高新技术企业现行所得

税及流转税的主要优惠政策见表1、表2。

现有文献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分析考虑的主要是

企业所得税而忽略流转税，但流转税却一直是我国税收的主

体部分，我国针对流转税的优惠政策也不少，尤其是对于软

件行业。从表 1、表 2可以看出，对于一般的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的优惠政策由来已久并占据主导地位，政策倾向于对企

业研发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方面实施优惠。另外，对于符合条

件的软件企业，除了所得税方面享受优惠，流转税优惠政策

的实行无疑又给这些企业减轻了税负。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

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的效益究竟如何，本文将在下文进行

实证分析。但在流转税的优惠方面，企业的财务报告中仅能

查询到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数额，因此本文分析的优惠政策效

应将主要考虑所得税及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效应。

文件

企业所
得税法

企业所
得税法
实施条
例

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

财税
［2000］
25号、
［2008］
1号、
［2012］
27号

主要内容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
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
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
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
开发费用加计 50%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当
年抵扣不足部分可在 5年内结转抵扣

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开
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
业所得税；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
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
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软件生产企业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
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

优惠
方式

直接
优惠

直接
优惠

间接
优惠

直接
优惠

间接
优惠

对R&D的
激励路径

降低研发
利润风险

增加创新
收益

降低研发
支出风险

降低研发
利润风险

鼓 励 创 新
人才培养

表 1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主要优惠政策

文件

财税
［1999］
273号

增值税暂
行条例

财政部、
海关总
署、国家
税务总局
令第44号、

63号

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

财税
［2000］25
号、财税
［2011］
100号

相关内容

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
的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

2007 年 2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前（延长至2015年12月31日），符合条
件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在合理
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
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
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2000 年 6 月 24 日起至 2010 年底以前
（2011年后续用），对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按 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增
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
征即退；将进口的软件进行转换等本
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的，比照执行

优惠
方式

直接
优惠

直接
优惠

直接
优惠

直接
优惠

对R&D的
激励路径

增加创新
收益

鼓励对科研
设备的投入

鼓励对科
研设备的
投入

增加利润
及可用自
有资金

表 2 高新技术企业流转税主要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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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及研究假设

根据乔根森、桑德莫等经济学家的观点，税收影响投资

决策和水平的机制之一就是影响资本成本。从企业所得税角

度看，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加速折旧扣除、投资抵免、税前

扣除项目等优惠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R&D投资成本，从

而增加了企业R&D投入的能力。对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收

入免税等相关的优惠政策增加了企业的创新收益，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外溢性；职工培训费等的税前扣

除及个人科研奖金的免税政策提高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

资，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从

税基与最终税额减免方面给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较大的优

惠空间。而从流转税角度看，增值税即征即退额直接计入企

业当期的营业外收入，增加当期净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

下期能投入使用的自有资金。政策对于“返还额用于研究开

发免征所得税”的规定也产生了研发的政策导向作用。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1：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企业R&D投入有正

的激励作用。

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利润水平会产生直接与间

接的影响。首先，优惠政策通过加计扣除、低税率的优惠直接

降低当期所得税费用，或通过退税增加当期收入，从而直接

增加企业当期净利润。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能通过诱发

R&D的投入从而增加企业的收益。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

论，创新的情形包括：采用一种消费者不熟悉的产品或某种

产品的一种新的品质；或是采用一种相关制造部门在实践中

尚未知悉的新的生产方法。基于此，企业的R&D投入有助于

企业形成新产品，获得垄断利润；同时，R&D的投入能通过改

善现有产品的工艺设计，提升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企

业节约成本或增加收益。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税收优惠政

策的实施通过诱发R&D投入促进企业净利润的增长。

三、信息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1. 数据选取及模型设定。本文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选取A股市场归属于信息技术业的高新技术企业

共计 103家为总样本，并剔除以下样本：2008 ~ 2011年间 ST、

PT的公司；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为负的公司；没有披露企业

R&D投入的公司。最终选取符合条件的样本 72家，共 288个

样本点。本文研究数据来自：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及中证网上市公司年报，所使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6.0。

对于假设1及假设2，模型设定如下：

H1：Ln（RDit）=α0+α1Ln（ITit）+α2Ln（VATit）+α3Ln（SIZEit）+

α4LEVit+εit

H2：Ln（NIit）=β0+β1ln（RDit）+β2ln（SIZEit）+β3LEVit+εit

2. 实证结果。

（1）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效应分析。对所选

样本 2008 ~ 2011年研发投入额、所得税优惠额、增值税返还

额、实际所得税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在所有样本公司中，实际所得税负最低的为 2%，最高为

24%，平均税负为12%，相较于25%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信息

技术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所享受的所得税优惠幅度较大，同一

般高新技术企业 15%的所得税率相比，信息技术业高新技术

企业所得税率也具有较明显的优势。通过对个体企业的观察

得知，72家样本企业在 2008 ~ 2011年间，所得税率均呈现相

对集中与稳定的趋势，所得税优惠额在2008 ~ 2011年间呈较

稳定的逐年上升趋势，但增值税优惠额在个体企业的每个年

度中却呈现较大的不规则波动。从总体上来看，2008 ~ 2011年

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R&D投入额/销售收入）为 10%，并有

微弱增加的趋势，但不同的个体企业由于规模、实力等因素

的区别，研发投入强度差距较大，最大的为 0.76，最小的仅为

0.01。对样本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所得税优惠额及增值税返还额

对R&D投入的影响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但增值税优惠

政策的影响力度要远小于所得税的优惠力度。

（2）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净利润的效应分析。对所选样本

公司 2008 ~ 2011年净利润、所得税优惠额、增值税返还额及

优惠额与净利润占比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6。

从所得税优惠额与净利润的占比情况来看，不同个体企

业所得税优惠额与净利润的比重相对集中一致，2008 ~ 2011

年间企业所得税优惠额占净利润比重平均为 16.8%左右，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净利润的直接影响较明显。增值税即

征即退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净利润虽也有一定程度的直接影

变 量

R&D投入额

企业净利润

企业所得税优惠额

增值税优惠额

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

计 量 方 法

研发投入额

净利润

利润总额×名义所得税税率
-企业所得税额

增值税即征即退额

总资产

总负债/总资产

表达符号

RD

NI

IT

VAT

SIZE

LEV

表 3 模型变量说明

指标

统计值

2008

2009

2010

2011

RD（万元）

Mean

8 060

11 300

14 400

17 400

Std.Dev.

50 300

72 800

92 700

108 000

IT（万元）

Mean

1 080

1 210

1 380

1 460

Std.Dev.

2 640

2 460

2 510

3 210

VAT（万元）

Mean

2 570

2 900

3 460

4 160

Std.Dev.

13 100

14 500

18 900

22 900

I（税率）

Mean

0.11

0.11

0.12

0.14

Std.Dev.

0.04

0.03

0.04

0.04

研发强度

Mean

0.09

0.10

0.10

0.12

Std.Dev.

0.08

0.08

0.10

0.13

表 4 税收优惠幅度与企业R&D投入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LOG（RD） 观测值：288个

Coefficient

t-Statistic

Adjusted R2：0.54；F-statistic：86.000 95；Prob（F-statistic）：0.000 0；D-W：2.01

C

1.873 267 ∗∗

2.103 542

LOG（IT）

0.203 490 ∗∗∗

3.327 686

LOG（VAT）

0.018 714 ∗∗∗

2.946 684

LOG（SIZE）

1.301 048 ∗∗∗

12.595 50

LEV

1.172 493 ∗∗∗

5.572 866

注：∗∗∗、∗∗表示变量在1%、5%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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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影响在不同个体企业间差异较大。所得税与增值税两类

税种的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税收减免对企业当期的净利润的直

接贡献较大，最高的达83%，平均为26%。由此可见，税收优惠

政策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直接影响较大。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R&D投入的影响分析得出税收优

惠政策对R&D投入有正向的促进效果，而根据理论与实践，

R&D 投入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因此就样本进行

R&D与企业净利润的回归，结果显示R&D投入额对于企业

的净利润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3. 研究结论及相关原因分析。从本文的分析得出，税收

优惠政策能促进企业的R&D投入，政策的实施不仅能直接

增加企业当期净利润，还能通过促进企业R&D投入而间接

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但是对于两类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所得

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对促进企业R&D投入有较显著的影响，

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则无影响或影响很小，究其原因：

首先，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属于对创新成果予以

优惠，相较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直接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

政策，由于所退税款直接增加企业当期的营业外收入，因而使

得更多的企业只是将退税政策作为直接盈利的一种手段，将

所退税款用于弥补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不是作为研发资金再投

入使用。虽然政策也规定“所退税款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

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

中减除”，以引导企业将所退税款用于研发投入，但这一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监管部门无法确认

受惠企业是否将其作为研发投入，最终导致政策的实施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

其次，过渡政策的出台时间较滞后。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

策在财税［2000］25号的规定中有效期是自 2000年 6月 24日

起至2010年底以前，政策到期后尽管在2011年初就出台了继

续实行退税的优惠政策，但是政策的执行细则在2011年底才

出台，使得实际退税滞后将近1年。不少企业相关人员也反映

政策制定周期长，退税执行慢，加大了企业对收益的不确定，

延缓了企业将退税投入再生产的计划。

四、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建议

1. 目前除了少数条款是以立法的形式出现外，更多的都

是散见于国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不定期

的通知、办法等行政性规章中。整个税收优惠政策条款散而

杂，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且很多新政策出台后，原有

政策条款是失效还是沿用在相关网站上并没有明确加以说

明。因此应加快税收优惠的立法，保障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性

及权威性，税收政策是否有效应在原披露条款的网站上及时

更新。

2. 强化间接优惠形式的税收激励作用，对直接优惠的税

款金额用途作严格的规定及监管。间接优惠主要是对税基的

减免，注重对企业研发过程的优惠，针对性较强，而直接优惠

则侧重于对企业最终税额的减免。因而注重短期利益的企业

可能就不会将优惠的税额作为研发经费再投入使用，转而用

作企业的日常运营，长此以往，不仅背离政策制定的初衷，也

不利于企业形成新技术。建议有关部门要求企业对诸如增值

税即征即退等直接优惠的税款在银行开立专项账户，如此也

方便监管部门对企业所退税款的用途进行监管。

3. 加强人员的培训及税收优惠政策知识的普及。税收优

惠政策不应仅仅停留在制定层面，只有有效的执行才能使得

税收政策不偏离政策制定的目标。由于目前税收优惠政策条

款分布较散，已过期的优惠政策、新出台的优惠政策并没有一

个合理的平台供企业参照解读。企业与执法部门、立法部门之

间缺乏沟通，不仅仅是税务部门的人不清楚条款具体该怎么

执行，企业的会计或报税人员更是对政策缺乏充分了解，导致

对政策的错误解读，也出现了许多为获得减免税资质而造假

的行为。

【注】本文得到福建省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1R0069）、

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编号：JB-

SK1126）、华侨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BS325）及泉州市

科技计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1Z9）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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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LOG（NI） 观测值：288个

Coefficient

t-Statistic

Adjusted R2：0.48；F-statistic：89.894 63；Prob（F-statistic）：0.000 0；D-W：1.72

C

8.605 288 ∗∗∗

17.784 59

LOG（RD）

0.138 290 ∗∗∗

4.094 477

LOG（SIZE）

0.746 489 ∗∗∗

10.204 56

LEV

0.833 844 ∗∗∗

6.188 377

表 7

指标

统计值

2008

2009

2010

2011

IT/NI
（所得税优惠额/净利润）

Mean

0.164

0.156

0.151

0.200

Median

0.166

0.159

0.144

0.192

Std. Dev.

0.047

0.035

0.039

0.089

VAT/NI
（增值税优惠额/净利润）

Mean

0.154

0.144

0.116

0.177

Median

0.148

0.150

0.118

0.150

Std. Dev.

0.120

0.106

0.099

0.153

（IT+VAT）/NI
（税收优惠额/净利润）

Mean

0.252

0.246

0.232

0.318

Median

0.215

0.195

0.189

0.268

Std. Dev.

0.139

0.125

0.113

0.191

表 6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净利润影响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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