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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河南省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何伟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国际贸易系，河南 郑J,i1 451191) 

[摘 要]利用对河南省有关企业的调查数据，就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 

证分析，发现：现行政策具有一定的激励效应，但其显著性程度随行业不同而有差异；不同政策的 

激励效应也不同；税额和税基式激励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开始显现；“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加速折 

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限制条件较多”及“对中小企业税收激励不足”已成为影响激励效应 

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国现行的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等政策需要调整，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增值税 

超税负退税等政策应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的税前支持等政策应进一步完善，对中小型企业以及 

科技人员的税收激励等政策应予以重新审视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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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企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乃至一国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已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 ，而通过 

税收激励政策来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已 

成为各国普遍使用的一项举措，我国也不例外。据 

统计，1996--2002年我国发布的技术创新政策中税 

收政策占25．93％，成为我国政府激励技术创新的 

最重要手段。̈ 近年来，在实施 自主创新战略背景 

下，我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利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 

术创新的力度。那么，各项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 

术创新的实际作用如何?影响税收政策激励效应 

的因素有哪些?本文拟基于河南省有关企业的问 

卷调查对上述问题进行定性评价和定量分析。 

关于技术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理论依据， 

国外学者多从经济增长和市场失灵两个角度进行 

分析，其理论较为成熟。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的 

重点主要集中在税收激励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检验 

方面，研究的方法多为定量分析，以为政策设计提 

供依据。比如，Bloom等 用METC法，从降低企业 

研发成本的角度 比较了研发税前扣除和研发税收 

抵免两种税收激励工具的效应；OECD_3 用 B．index 

法测算了 G7国家之间的税收激励强度。大量的研 

究采用的是计量经济学方法，主要依靠调查或者数 

据分析，估算企业研发投入对税收激励的弹性系数 

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Guellec等 回顾了 

1980年代以来的有关研究 ，发现虽然在影响程度上 

很难得出关于研发税收激励效果的一般结论，但大 

部分研究表明税收激励能够刺激企业的研发投入。 

关于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效应，国内学者从早 

期的宏观层面和以描述性说明为主的定性分析，逐 

渐转向微观层面的理论实证。如朱平芳等 考察 

了上海市政府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 

研发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发现政府的科技拨 

款资助和税收减免这两个政策工具对大中型企业 

增加自筹研发投入具有积极效果；夏长杰、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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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考察了企业研发投入与增值税之间的关系， 

认为我国增值税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呈负相关；王 

苍峰 分析了税收减免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 

入的影响，发现税收减免政策明显促进了内资企业 

增加研发投入，但对外资企业影响并不明显。 

不同于上述国内研究多采用地区或行业等宏观 

层面统计数据，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取企业微 

观层面的第一手数据，以期更真实地了解企业对税收 

激励政策的反应。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比较注重的 

是单个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而本文重点考察现行不同 

的税收政策工具和激励方式同时使用的效应，以便为 

相关政策的调整和设计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一

、问卷调查与数据取得 

为保证问卷回收的有效率，问卷的设计要有针 

对性且内容简洁，考虑到财务数据的敏感性，出于 

商业保密的原因，企业不愿意提供原始的客观数 

据。因此，我们设计问卷调查的大多数问题，要求 

用等级量度的方法回答，度量标准为 1～5分，由被 

调查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对每项问题进行回答。 

问卷内容主要有：(1)研发投入强度(最近 1年 

研发经费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2)企业实际税 

负状况；(3)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 

作用；(4)影响技术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因 

素。问卷调查的对象是河南省相关企业，数据收集是 

在2008年4月，共发放问卷 160份，回收有效问卷72 

份。问卷调查表填表人中副总经理为25人，其余为 

财务负责人、财务经理或财务主管，被调查企业中机 

械设备仪表类33个，电子信息类 l9个，生物医药类 

14个，其他行业(能源、材料、塑料、服务咨询)6个，占 

比分别为45．83％、26．39％、19．44％、8．34％；其中大 

型企业 9个，中型企业23个，小型企业 40个；属于高 

新技术企业的有44个，非高新技术企业28个。要说 

明的是，虽然2008年正式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2009 

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近年来也出台 

了一些新的“促创型”财税政策，但考虑到新政策实 

施的效应时滞以及对未来政策调整方向的探索，本文 

的调研数据虽取自2008年4月，但仍有一定的说明 

价值；另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样本企业基本信息，未 

列出样本企业的其他数据。 

二、定性评价 

1．企业实际税负状况 

问卷列出了所得税、流转税以及总体税负3项， 

并给出了实际税负“很轻”、“较轻”、“一般”、“较 

重”和“很重”5个等级(分别为 1、2、3、4、5分)，样 

本企业实际税负状况见表 1。 

表 1 样本企业实际税负状况(N=72) 

各企业选择次数 

赖  

5 4 3 2 1 ( 分)( 分)( 分)(分)(分) ⋯  

所得税税负 9 18 31 13 1 3．29 

流转税税负 15 26 24 5 2 3．65 

总体税负 12 27 23 8 2 3．54 

由表 1可知，企业总体税负偏向较重水平(均 

值3．54分)，所得税税负位于中等水平(均值 3．29 

分)，流转税税负最重(均值3．65分)，这种情况恰 

恰反映出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偏重于所得税激励的 

现状。 

2．各项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 

作用 

理论意义上税款的计算公式为：税基×税率 ： 

税额。公式中任何一项的减少或降低都意味着纳 

税人(企业)是受益的，即对企业技术创新都是一种 

激励。因此，从税收优惠对税收要素的影响上看， 

与此相关的税收激励方式可分为税基式、税率式和 

税额式3种。问卷列出了l0条税收激励政策，并按 

税率式、税基式和税额式顺序排列，给出了实际作 

用“很小”、“较小”、“中等”、“较大”和“很大”5个 

等级(分别为 1、2、3、4、5分)，由被调查者判断各项 

具体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作用大 

小(如表 2所示)。 

由表2可知，政策A的激励作用最大，其他激 

励作用较大的政策依次为 J、I、H、G。在排名靠前的 

政策中，从激励税种看，有 4项政策属于所得税，仅 

有 1项属于流转税；从激励方式看，排名第 1位的是 

税率式激励(1项)，随后依次为税额式激励(2项) 

与税基式激励(2项)。这说明，所得税(优惠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和所得税额减免)激励仍然在我国的 

税收激励政策中占主导，而税额、税基式激励方式 

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其中，税额式激励方式的作 

用似乎更大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对享受税基式 

优惠政策的限制条件还比较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另外，有 3项政策的实际作用表现中等，依次为 

D、E、c，这3项政策均属于流转税范畴，说明我国流 

转税激励作用还不是很大；而B、F这两项政策的作 

用较小，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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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问卷根据样本企业基本信息，列出了7项影响 

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因素，要求被调研者从中选 

出3项最大的阻碍因素。由表 3可见，因素 b被列 

为第一影响因素的企业最多，占25．0％；其次为因 

素e(占17．6％)和因素g(占17．1％)。另外，将 a 

和 d两因素视为 3大影 响因素的企业分别 占到 

15．3％和 13．0％，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 

仍然是具有较为广泛影响的因素。最后，选择c和f 

因素的企业虽然较少，但其阻碍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定量分析 

1．变量的选取 

与大多数文献类似，以河南省机械设备仪表、 

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3个行业66家样本企业研发 

投入强度为被解释变量，以调查问卷中作用强度中 

等偏上的税收激励政策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到对 

样本量的基本要求，构建了如下模型： 

lnWi 皤lna~,+』 lnTZ~埚  lnKCi+』 lnZZi 

+l?~lnZJi+,SxzlnXZ, MlnO't~怕 lY．1nnY1 

+／3HY2lnHY2+ i 

式中，i为样本企业下标( 1，2，⋯，66)， 为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其他符号说明见表4所示。 

2．回归分析 

由表5可见，模型拟合还是比较理想的。 

上述数据表明： 

(1) “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性质”这一变量 

的系数为0．054 320，T值为 3．592 199，说明其对企 

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线性作用，反映出现行 

政策具有一定的激励效应。 

(2)各项税收激励政策的激励效应不相同，按 

其作用大小依次为卢。 “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征 

收所得税政策”、卢他“国产设备投资所得税税额抵免 

政策”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增值税超 

表 2 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实际作用调查统计结果表(N=72) 

表3 影响技术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因素(N=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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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征收所得税政策 

国产设备投资所得税税额抵免政策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增值税超税负退税政策 

加速折旧政策 

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 

企业所处行业 

企业所处行业 

按作用大小分别计5、4、3、2、1分 

按作用大小分别计5、4、3、2、1分 

按作用大小分别计5、4、3、2、1分 

按作用大小分别计5、4、3、2、1分 

按作用大小分别计5、4、3、2、1分 

为高新技术企业时计 1分，其他计0分 

大、中和小型企业分别计 3、2和 1分 

为机械设备仪表行业计1分，其他计0分 

为电子信息行业计 1分，其他计0分 

表5 回归结果 

税负退税政策”和卢 “加速折旧政策”，其系数分别 

为 0．021 358、0．018 500、0．018 436、0．010 707、 

0．010 397，均通过了 10％显著水平检验，这与我们 

调查问卷的评价结果一致。 

(3)企业所属的行业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 

促进作用，按作用大小依次为机械设备仪表行业、 

电子信息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 

(4)从企业规模看，其系数为 一0．034 900，且 

值为 一4．751 420，表明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间 

有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即小规模企业的创新活力更 

强。因此，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不容忽视。 

四、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企业整体税负较重，其中 

流转税税负最重；从税收激励方式看，“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15％征收所得税政策”、“国产设备投资所得 

税税额抵免政策”、“增值税超税负退税政策”、“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以及“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 

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较大，而“高新技术企业出口 

产值达当年总产值70％以上的，减征企业所得税” 

和“科技人员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两项政策 

的作用较小；“实行生产型增值税，高新技术企业税 

负重”、“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限制 

条件较多”以及“对中小型企业税收激励不足”成为 

影响税收激励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 

因此，我国现行的某些税收政策需要调整(如 

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等)、某些政策应进一步加强(如 

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增值税超税负退税等)、某些 

政策应进一步完善(如研发投入的税前支持等)、某 

些政策应予以重新审视和设计(如对中小型企业以 

及科技人员的税收激励等)。总之，要继续发挥税 

收激励政策的应有功能，需要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具 

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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