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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回顾和总结有关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建立了税

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模型。通过实证分析 ,研究了不同税种的优惠对高新技术产

业现时与未来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 :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优惠都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现时的发展 ,所得

税优惠能更好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未来的发展。最后 ,提出了改革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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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代表的新经济 ,已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和新优势行业。鼓励企业研

究开发、技术创新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成为许

多国家增强生产力水平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策

略。

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的高新技术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由于我国企业基础研究不足 ,产学研联系不

紧密 ,企业实际能够掌握的重要核心技术少 ,严重影

响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国外发达

国家相比 ,发展差距较为明显。

研发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命脉 , 但研发是一项投

资大、风险大、周期长的活动 ,同时研发活动具有外

溢性 ,研发投资的社会收益却远远大于私人收益。

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政府必须有所作

为 ,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创新

能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政府发挥作用的手段

包括税收扶持、直接增加投入、创造多元化的投融资

体系等 ,而税收优惠是各国普遍运用且较为有效的

手段之一。然而 ,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活动所受税收

政策支持较为薄弱[1 ] 。

1 　研究设计

111 　文献回顾

学者们对税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方面的研究 ,多集中在理论分析 ,实证分析的较少。

也有少数学者通过实证的分析来研究 ,研究的角度

各有不同 ,但主要集中在研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

结果却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所得税的

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更具有显

著性 ;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优惠对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培养更敏感。

仔细阅读这些学者的文章 ,可发现一些不尽如

人意之处。如卜伟、王稼琼的《我国增值税与研发投

入关系的实证与理论分析》[ 2 ] ,在选择实证数据时 ,

R &D 投入数据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1999 —

2006)历年“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 ( R &D) 经费内

部支出”数据。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和其他财政收入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9 —2006) 历年分 (各) 地区财政收入统计。用

全国企业的增值税 ,所得税数据来代替高新技术行

业的数据 ,很明显是不科学 ,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国家

在税收方面是有优惠的。通过这些数据做出来的结

论是令人怀疑的。

有些学者在做实证的时候 ,苦于找不到数据 ,于

是通过发放调查表的方式来获取需要的数据 ,如孙

伯灿、陈卫东、范柏乃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

惠政策实证研究》[3 ] 。在设计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

税收和费用负担水平”调查问卷时 ,设置“很重”、“较

重”、“中等”、“较轻”和“很轻”5 个评价项 ,请被调研

者根据自己的感受 ,判断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和费

用的实际负担水平。这种方法结果的准确性是受到

质疑的。还有些学者通过某一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

据来做实证 ,这些数据很难通过公开途径获取 ,也无

法验证。

112 　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依赖

于创新环境 ,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看 ,创新的主要主

体是企业 ,它们才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市场力量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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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身所处的微观环境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将会产

生重要影响[4 ] 。高新技术产业中各企业所处的微观

环境对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由

此 ,我们给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 :假定其他因素不变 ,重点考察不同税种

的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

假设二 :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对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有不同的作用。

企业所得税属于效益型税种 ,对经营成果有直

接的影响。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的优惠方式更多地

是给予直接的优惠 ,这使得高新技术产业中各企业

的注意力不是在创新活动方面 ,而在于扩大生产规

模争取实惠 ,从而扩大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

假设三 :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很好

地反映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

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经营风险大 ,高新技术产

品存在的周期短 ,保持技术上的领先 ,生产出技术上

先进的、适销对路的产品 ,是企业生存下去的关键 ,

同样也是一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生存下

的关键。高新技术产业未来的发展靠的是技术 ,自

主创新能力是保持一国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上领先

的根本。所以自主创新能力能很好地反映了高新技

术产业未来发展的能力。

假设四 :净资产利润率等财务指标能很好地反

映高新技术产业现时的发展能力。

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不断的赚取利润 ,

给投资者回报。在会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财

务状况的情况下 ,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反映出

企业现时的发展状况。同样 ,行业的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也反映该行业现时的发展能力。

113 　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本文在

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现时和未来这两

个角度来描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用高新技

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表示产业未来的发展能

力 ;用净资产利润率等财务指标来表示高新技术产

业现时的发展能力。将行业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

负作为自变量 ,并把其他相关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

作为非税控制变量纳入分析范畴。

根据以上的讨论 ,我们建立两组模型 ,分别用来

表示自主创新能力和现时的盈利能力。我们的逻辑

是 :用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所占比重来表示高新技

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小 ;用净资产利润率和总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现时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能力 ,通过实证分析所得税税负和流转税税

负对它们的影响是否显著。选择变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选择及其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 表示方式

因

变

量

RD R (研发支出占销售利润百分比)
本年度的研发支出占上一年度产品销售利润的比率 (研发支出往往是在上

一年度财务状况的基础上作出)

RD PR (研发人员占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

员的比率)
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占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的比率

RO E(净资产收益率) 用高新技术企业净利润总额除以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T PO(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所占工业总产

值的比例)
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自

变

量

I TB (企业所得税税负) 用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占当年销售收入总额来表示企业所得税税负

T TB (流转税税负) 用高新技术企业流转税占当年销售收入总额来表示企业流转税税负

RO E(净资产收益率) 用高新技术企业净利润总额除以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S M (销售毛利率) 用主营业务利润除以主营业务成本

A L R (资产负债率) 用负债除以总资产

　　我们得到两组函数关系式。

第一组为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长

期效应模型 :

R D R =α0 +α1 I TB +α2 T TB +α3 S M +ε1 ; (1)

R D PR =β0 +β1 I TB +β2 T TB +β3 S M +ε2 。(2)

第二组为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短期

效应模型 :

ROE =γ0 +γ1 ITB +γ2 TTB +γ3 AL R +ε3 ; (3)

T PO =δ0 +δ1 I TB +δ2 T TB +δ3 SM +δ4 AL R

+ε4 。 (4)

114 　样本与数据

我们以山东省 17 个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为研究

对象。第一组方程选择 2002 —2006 年的数据 ,共

85 个样本 ;第二组方程选择 2001 —2006 年的数据 ,

共 102 个样本。数据来自于山东统计信息网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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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业统计年鉴》。由于山东统计信息网与《山

东工业统计年鉴》没有直接给出各市的高新技术行

业的研发支出 ,因此 ,我们通过以下的方法近似算出

山东省 17 个市的高新技术行业的研发支出。首先 ,

根据从山东统计信息网上获得的数据 ,将山东省 5

个高新技术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

支出中属于国家规定的支出的数额加起来 ,得到全

省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支出总额 ;其次 ,将计算出

来的总额根据一定比例分摊到所属的 17 个市 ,计算

出各市的高新技术行业研发支出 ,分摊比例以各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资金的多少为

依据。

研究人员的数据同样存在统计不全面的问题 ,

我们按照与计算研发支出相似的方法对之进行计

算。流转税额数据来自于山东统计信息网 ;所得税

税额数据来自于《山东工业统计年鉴》。

2 　实证检验

211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显示了两组函数关系式中因变量和自变量

的统计数据的均值和方差。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Std1 Deviation N

RD R 4317248 % 137179677 %

I TB 11 1773 % 0158976 %

T TB 31 9136 % 1103054 %

S M 1414569 % 3142785 %

R D PR 11 9502 % 21256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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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E 1511693 % 6186211 %

I TB 11 1726 % 0159000 %

T TB 41 1217 % 1116665 %

A L R 5811231 % 6141006 %

S M 1416346 % 3163863 %

T PO 1518837 % 9170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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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回归分析

1)所得税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优惠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国

内外高新技术企业都习惯于将盈余按照一定的比例

投入到企业研发中去。这就使得所得税的优惠对高

新技术产业现时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2)流转税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产品都是高附加值的产

品 ,对高新技术产品给予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的

优惠更多是给予创新主体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优惠 ,

相对应其他行业而言 ,高新技术行业中流转税税负

低 ,销售越多企业得到的优惠就越多 ,这使得高新技

术企业的注意力集中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上。所

以流转税的优惠有利于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3)净资产收益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净资产收益率越高 ,该行业资本的获利能力越

强 ,就越能吸引投资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4)销售毛利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销售毛利率反映的是产品的获利能力 ,产品的

获利能力越强 ,说明产品竞争力越强。一般而言 ,产

品竞争力越强 ,企业为了保持这种竞争优势 ,会投入

更多的研发支出。

5)资产负债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资产负债率对高新技术行业发展的影响是不确

定的 ,对于不同的行业会有着不同的合适的资产负

债率。高新技术行业是属于高风险性质的行业 ,投

资相对而言较低 ,企业更多地是利用负债来筹集资

金 ,所以高新技术产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般较高。

213 　实证结果

运行 SPSS1310 软件 ,得到两个方程组的结果 ,

所得税税负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显著 ,对净资产收益

率的影响显著 ,所得税和增值税税负对工业总值的

影响都显著 ,如表 3～6 所示。

表 3 　方程( 1)的回归结果

项目 RD E I TB T TB S M F

Pearson

Correlation

R D E 1. 000

T TB
- 0. 198

(0. 034)
1. 000

T TB
- 0. 013

(0. 451)

0. 059

(0. 295)
1. 000

S M
- 0. 331

(0. 001)

0. 373

(0. 000)

0. 429

(0. 000)
1. 000

4. 172

(0. 008)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s beta
- 0. 070 0. 149 - 0. 369

t
2. 847

(0. 006)

- 0. 620

(0. 531)

1. 290

(0. 201)

- 2. 973

(0. 004)

VIF 1. 178 1. 243 1. 439

　　对于方程 (1) ,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 ,我们发现 ,

整体回归方程 F 值为 41 172 ,且 p 值为 01008 ,明显

小于 0105 的显著水平 ,表明自变量和应变量之间存

在明显的相关性。V IF 值都不超过 2 ,方程存在可

以容忍的轻度多层共线性。

SM 系数检验中 t 值为 - 21973 ,p 值为 01004 ,达到

了显著水平。回归方程中销售毛利率的标准化系数为

- 01369 ,说明销售毛利率对于研发投入的影响是反向

的 ; TTB 对研发支出的相关系数为 - 01013 ,其 p 值为

01451 ,未达到显著水平 ,标准化系数 t 值 ,检验的 p 值

为 01201 ,同样未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流转税对研发投

入的影响不显著 ; ITB 系数为 - 01198 ,检验的 p 值

01034 ,达到 0105 显著水平。由于销售毛利率和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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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的相关系数为 01373 ,即二者存在一定的自相关 ,

使得 ITB 系数检验 t 值为 - 0162 ,其检验 P 值 01531 未

达到显著水平。所得税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

表 4 　方程( 2)的回归结果

相关系数 t 值 F

I TB

T TB

S M

- 01 055 (01 308)

- 01 007 (01 474)

- 01 233 (01 016)

01437 (01 663)

11003 (01 319)

- 21 361 (01 021)

11947 (01 129)

表 5 　方程( 3)的回归结果

项目 RD E I TB T TB A L R F

Pearson

Correlation

R D E 1. 000

T TB
- 0. 273

(0. 003)
1. 000

T TB
- 0. 076

(0. 223)

0. 040

(0. 345)
1. 000

A L R
- 0. 155

(0. 059)

0. 275

(0. 003)

0. 112

(0. 130)
1. 000

3. 132

(0. 003)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s beta
- 0. 070 0. 149 - 0. 369

t
2. 643

(0. 010)

2. 534

(0. 013)

- 0. 802

(0. 425)

- 0. 076

(0. 452)

VIF 1. 088 1. 013 1. 100

　　对于方程 (2) ,整体回归方程 F 值为 11 947 ,且 p

值为 01192 ,明显大于 0105 的显著水平 ,该方程模

拟的不好 ,所选择的因变量对于自变量不敏感。实

证检验结果所得税税负和流转税税负对于研发人员

影响不显著。

　　对于方程 (2) ,整体回归方程 F 值为 31 132 ,且 p

值为 01029 ,明显小于 0105 的显著水平 ,表明自变

量和应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V IF 值均不超

过 2 ,方程存在可以容忍轻度多层共线性。

ITB 与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 01273 ,检

验的 P 值为 01003 ,达到显著水平 0105 ,在回归方程

的系数检验中 t 值为 21534 ,检验的 P 值为 01013 ,

达到显著水平 ; T TB 与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

- 01076 ,检验的 P 值为 01223 ,未达到显著水平

0105 ,在回归方程系数检验中 t 值为 - 01802 ,检验

的 P 值为 01425 ,未达到显著水平 0105。流转税对

高新技术行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不显著 ;资产负

债率对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不显著 ,检验的 P 值

分别为 01059 和 01452 ,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 6 　方程( 4)的回归结果

项目 RD E I TB T TB S M A L R F

Pearson

Correlation

T PO 1. 000

T TB
- 0. 175

(0. 040)
1. 000

T TB
- 0. 364

(0. 000)

0. 040

(0. 345)
1. 000

S M
- 0. 085

(0. 199)

0. 392

(0. 000)

0. 398

(0. 000)
1. 000

A RL
- 0. 294

(0. 001)

- 0. 275

(0. 003)

0. 112

(0. 130)

- 0. 065

(0. 259)
1. 000

9. 254

(0. 00)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s beta
- 0. 316 - 0. 382 0. 170 - 0. 328

t
6. 362

(0. 000)

- 3. 223

(0. 002)

- 3. 990

(0. 000)

1. 646

(0. 103)

- 3. 615

(0. 000)

VIF 1. 289 1. 228 1. 427 1. 100

　　对于方程 (4) ,整体回归方程 F 值为 91254 ,且

p 值为 01000 ,明显小于 0105 的显著水平 ,自变量和

应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方程模拟的很好。

V IF 值均不超过 2 ,方程存在可以容忍轻度多层共

线性。

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和资产负债率对高新

技术行业工业总值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其 p 值分别

为 0104、0100、01001 ,都达到了 0105 的显著水平。

产品销售毛利率 p 值为 01199 ,所以它对高新技术

行业工业总值影响不显著。

资产负债率对高新技术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影响

是反向的 ,即目前山东高新技术行业的资产负债率

高到影响高新技术行业发展。

3 　实证检验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

论 :

1)所得税优惠比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优惠更

能促进高新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研发资金的投入对于高新技术行业培养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得税税负与研发

投入成反向关系。通过实证我们发现这种影响关系

具有显著性。流转税税负对其的影响不显著。所得

税优惠能够更好地促进高新技术行业未来的发展。

2)所得税优惠与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优惠都

能够扩大高新技术行业发展的规模 ,都能促进高新

技术产业现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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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优惠直接影响企业的净利润额 ,直接影

响净资产的盈利能力。企业收益越高投资的力度就

越大 ,同时还会吸引其他资金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 ,

企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在流转税中增值税是最主要的税种。而高新技

术产品一般都属于高增加值产品 ,增值税优惠会直

接降低企业的税负 ,给企业带来实惠 ,促进了高新技

术产业规模的发展。

3)高新技术产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 ,影响到高

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资产负债率不是越低越好 ,也不是越高越好 ,高

新技术产业的资产负债率从数据上来看都是高负债

率的。实证结果显示高的资产负债率影响高新技术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4)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意识不足。

销售毛利率说明的是企业产品的盈利能力 ,盈

利能力越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越强。从实证的结果

中我们看出销售毛利率与企业研发投入成反向关

系 ,这种关系不合理 ,目前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对于自

主创新能力意识还没有发生转变 ,仍然保持传统落

后的观点。产品盈利能力强 ,企业关心的重点是如

何扩大现有生产能力和扩大市场份额 ,对新产品的

研发兴趣不高 ;产品盈利能力差 ,现有产品缺乏竞争

力将要被淘汰 ,企业不得不关心研发 ,从而加大了对

研发的投入。

4 　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的
建议
　　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加大和完善了对高新技

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实证分析选取的样本时间是在

新一轮税制改革前即 2001 年至 2006 年 ,实证的结

果是税收优惠在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净资产的盈利

能力方面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也说明

对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是完全有必要的。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

策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

1)增强社会纳税意识 ,规范企业所得税制度。

实证结果显示 ,我国所得税优惠比增值税优惠

更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选择以所得税为主

的优惠方式 ,要求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 ,社会纳

税意识较强 ,法制健全。加强社会纳税的法制建设 ,

增强社会纳税的意识 ,所得税的优惠对促进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进一步

规范企业所得税制度 ,将优惠环节从结果优惠向过

程优惠转变 ;将税收优惠的重心由直接生产环节向

研究开发环节转变 ;将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重

点从以企业为主体转向重大技术攻关、重大市场开

拓等重要项目和环节。

2)转变纳税环节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意识。

实证结果显示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

意识差。增值税转型使得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的

优惠环节也随之转变。这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产品

的盈利能力与研发投入之间从反向关系这一现象 ,

帮助企业转变重生产轻研发的落后思想。加大在研

发与销售阶段的所得税、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减少在

生产环节的税收优惠 ,可以引导企业转变思维 ,提高

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 ,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走上健

康的发展道路。

3)建立风险投资税收倾斜政策 ,吸收投资资金。

风险投资壮大高新技术产业 ,在推动企业技术

创新、促进产业机构的调整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高新技术产业的资产负债率

较高 ,已影响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建立对风

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以促使高新企业吸收到

更多的发展资金 ,提高实收资本以降低企业负债率 ,

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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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 w o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odel Selection of

Build2Operate2Transfer/ Public2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

Wu Haixi ,Dai Dashuang ,Liu N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t he systematical review and analysis on relevant literatures and cases of BO T project on t he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odel

selection ,t his paper focuses on t he review of t he selection for financing and investing model of BO T project based on t he efficiency and t he stake2
holder of BO T project as well as t he mat hematical modeling1 Furt her it summarizes t he existing problems on BO T pat tern recognition and model

selection respectively1 Finally ,it present s t 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 he schema matching of BO T project1

Key words : build2operate2t ransfer ;pattern recognition ;mode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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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for High2tech Industry

Li Jiaming ,Qiao Tianb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 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 s on tax perference for high2tech indust ry. Based on

t hese ,it establishes empirical model about t he short2and long2term effect s of tax policies on t he development of high2tech indust ry. Then ,

t hrough t he empirical analysis ,it studies t he impact s of various tax perference on t he pres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2tech indust ry. And

it draws conclusions t hat bot h value2added tax concessions and income tax concessions can make t he promotion of t he existing development of

high2tech indust ry ,and t he latter can promote t 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2tech indust ry better . Finally ,it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t he

reform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for high2tech indust ry.

Key words : high2tech indust ry ;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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