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5 —

作者简介：王赫然（1987—），女，博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政策与管理。

收稿日期：2017-11-15

自 1991 年在高新区内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起，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的改革和不断调整，有力促

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壮大 [1~3]。目前，在

国家层面上，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政策主要是企

业所得税优惠。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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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业所得税

率为 25%），该法是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的

法律基础。2008 年，经国务院批准，科技部、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 号，以下简

称《认定办法》），以“鼓励创新，涵养税源”为

原则，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效应，其主要目的是通

过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和新税制优化产业结构的引

导功能，进一步增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以自主研发

为核心的综合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快速成长，提高

国家核心竞争力 [4~5]。

依据《认定办法》形成如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体系：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

部门联合成立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决策指导

层；各地组建了由科技、财政、地税和国税等行

政管理部门为成员单位的认定机构（全国共 36 个

认定机构）；建立了包括中介机构、评审认定专

家和网络平台等在内的工作支撑体系。本文拟通过

2008—2015 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统计数据 , 分析评

估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特点，研究样本

数量具体如表 1 所示。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是指根据

《企业所得税法》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由 25%

降为 15% 的所得税率优惠，主要目的在于分析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税收落实及分布情

况。基于可以获得的统计数据，设计和选择以下分

析对象和分析指标。

1.1　分析对象

（1）税收减免总体情况。通过 2008—2015 年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企业数量占比、高新

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和技术

转移所得税减免在企业所得税减免中的所占比例，

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强度和政策地位。

（2）当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情况。

通过当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数量 / 当

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得出享受税收减免比例，

分析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质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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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量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情况。

通过存量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数量 / 存量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得出享受税收减免比例，分析经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认定后其质量及管理规范程

度的变化情况。

（4）税收减免在各规模高新技术企业的分布

情况。通过大中小微各规模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

减免的企业数量及减免额度，分析政策实施与主要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目标的协同度。

（5）税收减免在各经济类型高新技术企业的

分布情况。分析税收减免集中在哪种类型高新技术

企业，以及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与外资高新技术企业

的税收减免情况对比。

1.2　分析指标

（1）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数量比例，

即特定时期（类型）享受税收减免高新技术企业的

数量与该时期（类型）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的比值，

用于描述企业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力度。同时，该

值较高的意义有两点：政策的覆盖面积大，政府支

持力度强；企业自身质量较好，能通过相关部门的

审查。

（2）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额比例，即

特定时期（类型）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额度

与该时期（类型）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总额的比值。

这一指标反映对不同时期（类型）高新技术企业给

予税收优惠政策的强度。

（3）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区位熵（Q 值）。

区位熵又称专门化率，由 P·哈盖特（P. Haggett）首

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是一项综合性分析指

标。本研究将区位熵概念引入高企政策研究中，以

表征不同类型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时间享受税收减

免的程度或水平 [7]。本文定义的税收减免区位熵为：

（某一类型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额度 / 高新技术企

业税收减免总额度）/（某一类型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量）。因此，对不同类型的高新

技术企业而言，Q 值高低的意义如下：

Q=1，表示特定时间（类型）高新技术企业享

受税收减免相对水平等于整体平均水平，即处于正

常水平；

Q ＜ 1，表示特定时间（类型）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税收减免相对水平低于整体平均水平，即处于

偏低水平；

Q ＞ 1，表示特定时间（类型）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税收减免相对水平高于整体平均水平，即处于

偏高水平。

2　数据分析

2.1　总体情况

2008—2015 年，伴随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的不

断扩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税收减免额度快速

增加，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数

量逐年稳步增长，享受优惠企业数量占比从 2008

年的 29.45% 上升至 2015 年的 55.93%（见图 1）。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

可以减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的经

营成本，从而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但因部分企业

不盈利等多方面因素，目前只有一半左右的高新技

术企业可以享受到税收优惠，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需进一步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享受税收优惠

的管理。

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外，国家也

实施了研发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技术转移所得税

减免等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从税

收结构来看，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优惠是高新技

术企业受益最大的税收优惠政策（见表 2），其占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额的比重稳步提高，从

表 1　研究样本

企业类型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 15 541 27 508 35 115 40 954 49 283 59 613 67 575 79 322

　统计高新技术企业数 14 564 25 386 31 858 39 343 45 313 54 683 62 556 76 141

注：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来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认定备案信息；统计高新技术企业数来源于科技部火炬

中心组织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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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2015 年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情况

表 2　2008—2015 年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情况

占比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减免额占
企业所得税减免额比例（%）

50.96 54.21 68.14 71.54 68.86 59.78 69.04 69.76

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额占企业所
得税减免额比例（%）

23.40 16.78 14.61 16.29 16.81 32.42 16.67 22.38

技术转移所得税减免占所得税减
免额比重（%）

0.67 1.36 0.59 0.25 0.29 0.19 0.33 0.25

2008 年的 50.96% 增至 2015 年的 69.76%。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额所占比重上下波动，平均

为 20% 左右；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额占比仅为不

到 1%。

对于当年新增、存量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

优惠情况，2008—2015 年的相关数据折线图（见

图 2）直观显示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

免企业数占比，小于存量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

减免企业数占比，因此也小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

收减免企业数占比。如图 2 所示，2008—2015 年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企业数比例介于

14.35%~44.38% 之间，低于 50% 的平均水平，说

明其质量整体低于平均高新技术企业水平。经过一

年及以上发展，这一比例提高到 47.82%~60.49%（存

量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企业数的比例），这

说明经过一年及以上时间的发展，高新技术企业自

身质量及管理规范程度都有明显进步，因此享受税

收减免数量比例得到提高。

当年新增、存量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相

对水平，与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数占比的规律基本一

致。如表 3 所示，2008—2015 年，当年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 Q 值（除 2008 年外）均小于 1，低于平

均水平；而存量高新技术企业 Q 值均大于 1，高于

平均水平。值得关注的是，2014 年和 2015 年的当

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Q 值有较大提高，说明随着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的影响日渐扩大，受到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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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2015 年当年新增、存量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情况

表 3　2008—2015 年当年新增、存量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Q值

企业类型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当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0 0.37 0.30 0.36 0.22 0.16 0.96 0.60 

　存量高新技术企业 — 1.39 1.16 1.20 1.25 1.20 1.03 1.16 

越来越高，企业已熟悉并深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税

收减免政策，认定当年即享受到税收优惠。

2.2　分规模情况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

的规定，高新技术企业按规模划分为大、中、小、

微型企业，经统计分析发现，从全国享受高新技

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数量看，主要集中在

中型企业（见图 3），从减免额度看，主要集中在

大型企业（见图 4）。

以 2015 年的数据为例，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

惠政策的中型企业共计 27 282 家，占当年享受税

收优惠企业的 60.64%，大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减

免税额共计 983.53 亿元，占全部高新技术企业减

免税额的 70.66%。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以 17.92% 的

数量占比，得到了 70.66% 的减免税额。而中小微

型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优势非常明

显，约占 80%，但因企业体量较小，固减免税总

额较低，约占 30% 左右。

通过 Q 值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出税收减免的集

中程度（见表 4），大型企业的 Q 值从 2008 年的

4.04 增长到 2015 年的 5.26，中型企业的 Q 值约为

0.5，小微企业的 Q 值仅约为 0.1，这一现象说明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分布很

不平衡，在大型企业中具有极高的集中度。

2.3　分经济类型情况

私营企业数量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

比 例 超 过 40%， 但 实 际 享 受 税 收 优 惠 额 度 仅

17.52%，而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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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8—2015 年大中小微型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图 4　2015 年各规模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企业数占比和减免额占比

表 4　2008—2015 年各规模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企业数占比、减免额占比和Q值

指标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大型高新技
术企业

Q 值
减免企业数占比（%）
减免额占比（%）

4.04 
20.61 
70.24 

4.85 
18.80 
67.42 

4.31 
19.63 
67.36 

4.31 
21.15 
68.55 

4.49 
22.69 
75.79 

4.49 
22.52 
73.12 

4.98 
22.23 
77.35 

5.26 
17.92 
70.66 

中型高新技
术企业

Q 值
减免企业数占比（%）
减免额占比（%）

0.45 
60.64 
26.25 

0.48 
53.42 
22.53 

0.47 
53.25 
22.20 

0.45 
62.57 
25.25 

0.39 
63.93 
22.20 

0.44 
63.01 
24.83 

0.38 
63.68 
21.60 

0.51 
64.07 
28.01 

小型高新技
术企业

Q 值
减免企业数占比（%）
减免额占比（%）

0.14 
17.30 

3.02 

0.07 
14.04 

1.50 

0.07 
12.91 

1.24 

0.05 
10.17 

0.78 

0.04 
10.95 

0.76 

0.05 
12.15 

1.17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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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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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科技与经济·

70.66

28.01

1.31 0.02

17.92

64.07

16.9

1.1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大型高新技术企业 中型高新技术企业 小型高新技术企业 微型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税收减免额占比 享受税收减免企业数占比

百
分

比
（

%
）

884
1 771

2 906 3 723 4 380
5 848 6 334

7 629

2 601
5 032

7 885

11 013
12 341

16 362
18 141

27 282

742
1 322 1 912 1790 2 114

3 155 3 606

7 197

56
1 286

2 096
768 467 601 405 476

0

5 000

10 000

15 000

20 000

25 000

30 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大型高新技术企业 中型高新技术企业 小型高新技术企业 微型高新技术企业
年份

数
量



— 30 —

指标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微型高新技
术企业

Q 值
减免企业数占比（%）
减免额占比（%）

0.18 
1.31 
0.42 

0.45 
13.65 

8.48 

0.48 
14.16 

9.12 

0.28 
4.36 
2.45 

0.20 
2.42 
1.23 

0.15 
2.31 
0.87 

0.08 
1.42 
0.40 

0.00 
1.12 
0.02 

续表

图 5　2015 年各经济类型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例

图 6　2015 年各经济类型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企业数占比和减免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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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相对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以较少的企业占比

（4.87% 和 6.01%），享受了较多的税收优惠（14.08%

和 13.68%），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Q 值更加直观地显示了不同经济类型高新技术

企业各个年份享受税收减免相对水平及变化情况。

从表 5 数据可以看出：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 Q 值很高，一直稳定且显著

高于平均水平；国有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相对水平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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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国有企业 1.52 2.06 2.21 1.98 1.98 1.94 1.78 1.88 

集体企业 0.43 0.71 0.57 0.37 0.68 0.93 0.82 0.68 

股份合作企业 0.32 1.04 0.65 0.72 0.85 1.18 0.56 0.94 

联营企业 0.86 0.53 0.65 0.29 1.00 0.44 0.36 1.04 

有限责任公司 1.08 0.78 0.73 0.73 0.68 0.71 0.63 0.75 

股份有限公司 2.49 2.57 2.67 2.67 2.88 2.69 2.42 2.01 

私营企业 0.35 0.30 0.31 0.29 0.29 0.33 0.39 0.42 

其他内资企业 0.43 0.35 0.18 0.70 0.55 0.47 0.31 0.65 

港澳台投资企业 1.59 1.92 1.98 2.16 1.93 2.06 1.99 2.89 

外商投资企业 1.51 1.74 1.78 1.99 1.69 2.01 3.15 2.28 

表 5　2008—2015 年各经济类型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Q值

有波动，但总体高于平均水平；私营企业享受税收

减免相对水平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3　结论与建议

基于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覆盖面

逐步扩大，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最重要的税

收优惠政策之一。近年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数

量逐年增长，该项所得税优惠政策覆盖的企业面

越来越大，有效促进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

企业群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通过数据对政策落

实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约 50% 的高新技术企业能

够得到所得税优惠政策支持，因此在争取享受税

收减免政策上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加速提升高

新技术企业质量，提高其管理规范化程度，优化

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程序，应该成为今后工作努力

的方向。

第二，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不仅让优质企业享

受了税收优惠，也推动和促进了其提升自身质量及

管理规范程度。数据显示，存量高新技术企业不论

是享受税收减免数量比例还是享受税收减免相对水

平，均远高于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说明我国的高新

技术企业政策有较强的引导作用，规范了企业的管

理水平。

第三，不同规模、经济类型的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税收优惠存在不均衡现象。数量占比较少的

大企业实际享受税收优惠额度很大，作为政策支

持重点的中小企业虽数量优势非常明显，但实际

享受税收优惠额度仍较低。数量占比近一半的私

营企业，实际享受税收优惠额度仅排第三，税收

减免相对水平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而港澳台投资

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税收相对水平远高于平

均水平，以较少的企业占比，享受了较多的税收

优惠。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是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的科技与财税相结合的重要政策，在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税

收优惠政策的杠杆效应，现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质量，加

强跟踪服务。高新技术企业未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质量与管理，建议进一步加

强认定管理，保证认定工作质量，同时做好跟踪服

务，帮助企业不断提升内部管理规范化程度，特别

是针对中小企业进行服务，以更好实现高新技术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推动该政策的全面落实。

第二，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及落实税

收优惠程序，提高中小企业、私营企业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的相对地位。建议适时调整政策，优化税收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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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落实程序，使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到

税收优惠。2016 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对 2008 版《认定办法》进行了修订完善，修

订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倾斜支持，适当放宽了中小企业的认定条件（近三

年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由 6% 调整至 5%），

此调整应该会对中小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享

受税收优惠起到提高和促进作用。此外，近期国家

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企业的相应政策，如科技型中小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75%

等，这些政策的综合税收效果还需在今后逐渐显现，

并在工作中不断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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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ome Tax 
Prefere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China

WANG He-ran

（Torch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MOST, Beijing　100045）

Abstract: The high-tech enterprise polic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in China. Eligible enterprises can enjoy tax pre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the income tax rate is reduced from 25% to 15%).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2008—201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ome tax prefere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business scale 
and ownership,  and offer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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