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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税收优惠政策是目前中国国家层面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本文以 2016—

2019 年科技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总体情况，并具体针对不同

类型和不同区域的税收优惠差异情况进行了研究，最后就如何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效果

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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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是 1987 年在武汉

创办的，在此后 30 多年的蓬勃发展历程中，中央

和地方政府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扶持政策发挥了重

要作用。宋清等 [1] 专门对 1987 年至 2016 年中央

和地方政府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扶持政策进行了研

究，发现从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之后，直至

1998 年，中央政府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扶持政策

数量很少，且基本不涉及财税方面，地方政府层面

则几乎没有相关扶持政策。这一时期，中国科技企

业孵化器数量也发展缓慢，10 年间仅增至 100 余家。

从 1999 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科技企业孵化

器的扶持力度加大，这与当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基金的设立密切相关，资金支持有效地扶持了

创业企业的成长。从 1999 年至 2005 年，这一时期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资金扶持主要

是通过专项资金、基金等财政政策，科技企业孵化

器的数量也稳步攀升至 500 余家。从 2006 年开始，

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加大税收政

策扶持力度，且一直延续至今，科技企业孵化器数

量快速增长 [2, 3]。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税 收 政 策 最 早 可 追 溯 到

200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若干

配套政策》（国发〔2006〕6 号），明确要通过税

收激励扶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4]。对符合条件的科

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一

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2007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121 号），规定

对符合条件的孵化器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

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

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明确了

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政策的具体条件，该项税

收优惠政策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5]。自此，

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落地实施。

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从根本上说，是考虑到科技企业孵化器兼具公益性

和盈利性双重属性 [6]。郑荣娟 [7] 从公共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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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提出科技企业孵化器兼具公共物品和私人物

品的属性，而其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则必然要求政

府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予以扶持，通过扶持创业孵化

机构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提

高中小企业的存活率，帮助中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这也与孵化器诞生的

初衷相一致。从第一家孵化器在美国诞生后，在孵

化器发展的最初阶段，其多由政府出资成立，以非

营利性机构形式存在，目的就是扶持创业企业，缓

解社会就业压力 [8]。随着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基金在 2014 年转变管理方式，中央层面对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资金扶持政策目前有税收优惠政策一项。

1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6—2019 年科技部火炬统计数据为

基础（如表 1 所示），对纳入科技部火炬统计的

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总体情况、特点

特征进行分析，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表 1　研究样本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3 255 4 069 4 849 5 206

当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 863 988 980 1 173

当年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129 125 0 197

当年报送火炬统计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860 976 967 1 155

当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 201 211 211 914

当年享受税收优惠的存量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201 211 211 349

当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0 0 0 0（71）

关于表 1 中的数据，有几点情况需要说明：一

是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当年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总数均是指截至当年年末的统计数量，当年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中包括当年新认定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二是当年报送火炬统计的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和当年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总数存在微小差异，是由于个别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没有报送火炬统计数据。三是 2016—

2018 年当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总数与当年享受税收优惠的存量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数量一致，一方面是因为此期间只有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

因为当年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全部是在当

年 12 月正式发文公布，按照税收优惠政策，从认

定次月才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当年新认定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在认定当年均无法享受税收

减免。四是 2019 年当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科技

企业孵化器总数包括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因为税收优惠政策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放宽至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也可享受。五是

2019 年当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新认定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同样由于认定文件是在 2019 年 12 月

下发，其在当年无法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但 2019 年新认定的 197 家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中，有 71 家在 2019 年以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资格享受了税收优惠，此 71 家数据未

纳入当年享受税收优惠的存量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数量中。此外，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从科技部

火炬统计数据中选取了享受税收优惠的总金额等数

据，以便计算和分析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

2　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企业孵

化器的实际支持力度，研究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

策的落实效果，基于已有的统计数据和样本情况，

选取了以下分析指标。

（1）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比

例：当年实际享受税收减免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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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可享受税收优惠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该比

例反映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执行情

况。这一比例越高，表明越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享

受了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越大，落实

效果越好，当然同时也说明越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不仅在认定时满足国家级或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条

件，在认定后依然符合有关要求，且经营管理规范，

能够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

（2）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额度比

例：当年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金额 / 当年

科技企业孵化器应纳税总额。该比例反映科技企业

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实际扶持

力度。这一比例越高，表明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

收优惠的力度越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受益越大。

（3）当年新认定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次年享受

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当年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中在次年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 / 当年新认定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该比例一方面反映

了新认定科技企业孵化器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知悉情

况，另一方面反映了新认定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质量。

（4）可比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

量比例。该指标选取 2016—2019 年间每年均报送

火炬统计数据且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分析其在相应年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数量比

例情况，用以表征科技企业孵化器自身质量及政策

落实效果的变化情况。

（5）可比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额

度比例。该指标的选取对象与前一指标一致，通过

其在相应年份享受税收优惠的额度比例改变情况，

反映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税收优惠力度变化趋势。

（6）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减免区位熵（Q值）。

区位熵是由 P. 哈盖特（P. Haggett）第一个提出并

应用在区位分析中的，本文引入区位熵概念，用于

表征不同类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不同时期享受税

收优惠的程度 [9]。本文将区位熵定义为：（某一类

型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额度 / 科技企业孵化器

税收优惠总额）/（某一类型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

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对不同类型的科技企业孵

化器来说，Q 值的意义如下：

Q=1，表示某一类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某个

时期享受税收优惠相对水平等于整体平均水平与整

体平均水平相等；

Q<1，表示某一类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某个

时期享受税收优惠相对水平达不到整体平均水平；

Q>1，表示某一类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某个

时期享受税收优惠相对水平超出整体平均水平。

3　税收优惠情况数据分析

3.1　总体态势

从 2016 年至 2019 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的数量伴随着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的快速增长

而增加。其中，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

89 号）相关规定，2016—2018 年恰好是税收优惠

政策的一个完整执行周期，2019 年则是新一轮税

收优惠政策的起始年 [10]。

2016—2018 年，可享受税收优惠的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数量每年增长百余家，但实际享受税收

优惠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一直维持在 210 家左右，享受税收优惠的科技企业

孵化器数量比例仅维持在 24% 左右的水平，甚至出

现逐年下滑态势。由此可见，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

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但在 2019 年，随着新一

轮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大幅提升，

从 2018 年的 21.82% 升至 2019 年的 36.43%（如图 1 所

示），这与 2019 年国家层面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政策、加大已有政策的落实力度密切相关。

2016—2018 年，每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享受税收优惠的额度比例高达 45% 以上（见图 1），

可见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减免力度较

大。2019 年，享受税收减免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数量比例大幅增长，但额度比例却下降，这可

能是因为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减免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增值税，而新增的享受

税收优惠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由于其自身不是房产、

土地的产权人，所以无法享受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减免。因此，虽然 2019 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大幅提升，但额度比

例却下降。

每年新认定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其实际

是在次年才开始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为此我们分析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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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16—2017 年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次

年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见图 2）。可以看出，当

年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次年享受税收优

惠的比例，与次年存量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

税收优惠的比例基本相当，说明新认定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的质量及其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知悉情况

与存量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基本相当。

从图 3 可以看出，2016—2019 年，共有 694 家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连续 4 年报送科技部火炬统计数

据，其中 2016—2018 年，享受税收优惠的科技企业

孵化器平均数量为 168 家，2019 年升至 231 家；享受

税收优惠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比例由2016—2018年

的年平均 24.16% 升至 2019 年的 33.29%；享受税收优

惠额度比例由 2016—2018 年的年平均 49.03% 下降至

2019 年的 39.51%。这也与前面所分析的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整体态势相一致。

图 1　2016—2019 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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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2017 年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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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具体分析

3.2.1　分类型情况

2019 年，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首次

放宽至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为进一步探究国家级

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税收优惠情况，我们分类

型对比了相关数据情况。

2019 年，按照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的办

理流程，科技部火炬中心对所有国家级和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进行了入库登记，入库的国家级和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达到 3 013 家，实际享受税收

优惠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为 914 家，其中 349 家为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565 家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2019 年国家级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总体享受

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为 30.34%，其中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为 36.43%，

比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高

出 9 个百分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

惠的额度比例也显著高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近

13 个百分点（见表 2）。

Q 值能更加直观地反映不同类型的科技企业孵化

图 3　2016—2019 年可比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情况  

数
量

（
家

） 占
比

（
%
）

表 2　2019 年不同类型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情况

指标 享受税收优惠数量比例（%） 享受税收优惠额度比例（%） Q 值

总体情况 30.34 32.17 1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6.43 39.21 1.69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7.63 26.65 0.68

器享受税收优惠的相对水平。从表 2 可以看出，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 Q 值显著高出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说明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相对于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较高的集中度。

3.2.2　分区域情况

本研究进一步对 2019 年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

税收优惠的区域情况进行分析。2019 年，全国科

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为 30.34%；

在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排名前 10 的地区中，安徽、

浙江、广东、四川、黑龙江 5 个地区科技企业孵化

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其

他地区则低于全国整体水平（见表 3）。

·科技与经济·



— 26 —

表 3　2019 年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排名前 10的地区

享受税收优惠情况

表 4 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数量比例

排名前 10 的地区进行了梳理，发现科技企业孵化

器享受税收优惠数量比例排名前 10 的地区中，只

有安徽、浙江、广东同样是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排

名前 10 的地区，其余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均

相对较少，也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地区
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

（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

优惠数量比例（%）

广东 1 013 36.81

江苏 832 <30.34

浙江 363 40.80

山东 358 <30.34

河北 251 <30.34

湖北 216 <30.34

黑龙江 182 31.08

上海 175 <30.34

安徽 170 47.06

四川 168 35.21

表 4　2019 年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数量比例

排名前 10的地区

地区
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

（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

优惠数量比例（%）

青海 14 69.23

广西 106 58.14

河南 167 50.00

新疆 38 50.00

安徽 170 47.06

陕西 122 45.00

浙江 363 40.80

吉林 93 38.24

甘肃 79 38.18

广东 1 013 36.81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第一，宏观层面减税降费政策的深入推进落

实，为科技企业孵化器更好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奠

定了基础。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已

有 10 余年 , 从 2016—2018 年这一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周期来看，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

的数量比例平均仅为 24.7%，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9 年，国家实施更大范围的减税降费 [11]，科技

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国

家级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实际享受税收优惠

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比例提升至 30.34%，其中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比例则达到

36.43%，说明减税降费的宏观环境促进了科技企

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

第二，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数量比例

依然较低，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执行力度仍有待进一

步加强。虽然 2019 年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但国家级和省级孵化器中，仅

有30%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实际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

享受税收优惠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比例仍处于较

低水平。因此在进一步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

收优惠数量比例上，仍有较大空间。只有科技企业

孵化器的税收优惠全面落实，才能更好地带动社会

资本投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 [12]。后期应加大科技

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落实力度，优化税收

优惠政策落实流程，不断提升国家级及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的质量，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更加规范化。

第三，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力

度较大，对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2016—2019 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享受税收优惠的额度比例平均接近 46%，意味着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时，能减免近

一半的纳税额，这对于科技企业孵化器来说具有重

要作用和意义，也体现了国家层面对科技企业孵化

器的重视和肯定。科技企业孵化器是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摇篮，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生存和发展与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命运紧密相关，只有科技企业孵化器可

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帮扶科技型中小企业。

第四，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整体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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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示范引领作用。一

方面，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存量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情况相当，另一方面，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相对水平明显

高于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这都体现了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质量较高，管理更加有序规范。

第五，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存

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部分地区的政策落实力度仍待

强化。总体来看，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数量与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多的地

区，经济较发达，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不够；

相反，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少的欠发达地区，税收

优惠的执行情况却较好。部分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较多的地区，其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亟待加强。

4.2　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级和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的跟踪服务。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享

受税收优惠情况与其对政策的理解程度、自身质量

及管理规范程度密切相关。例如科技企业孵化器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单独核算孵化服

务收入，而很多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不了

解相关政策，在财务管理方面不规范，导致其无法

享受税收优惠。建议进一步加大政策宣贯力度，强

化跟踪服务和管理，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自身质量

和管理水平提升，推动政策的全面落实，使政策效

益最大化惠及科技企业孵化器。

第二，进一步简化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办

理程序。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落

实涉及财政、税务、科技等多个管理部门，各部门

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把握尺度存

在差异，导致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实际办理税收优惠

过程中，可能需要与多部门协调，增加了企业负担。

2019 年，科技部建立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

技园和众创空间信息服务系统，在简化操作流程的

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取得了较好效果，后续有待进

一步强化部门协调，深化政策落实。

第三，进一步优化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

惠政策。按照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科技企业孵化

器必须是房产、土地的所有权人，才能成为房产税

和土地使用税的缴纳义务人，也才能享受房产税和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 [13]。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大多数科技企业孵化器自身并不拥有房产，而是以

整租形式从房产拥有者手中租赁而来，或是上级集

团公司将自身部分房产委托其子公司经营、建设。

这种情况下，科技企业孵化器由于其自身不是房产

税和土地使用税的缴纳义务人，无法享受该项税收

优惠政策，大大降低了科技企业孵化器申请相关税

收减免的积极性。同时，房屋、土地所有者多将房

产税、土地使用税的成本转嫁到租赁费用中，导致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经营成本上升。因此，建议将科

技企业孵化器租赁房产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入享受税收优惠的范围，从而更好地支持和鼓励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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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as a strategic industry of the game and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has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hina’s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which has faced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especially the severe impact of COVID-19,has still made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industrial scal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ependent capability and industrial chain cooper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shows exceptionally strong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nd industrial tension. However,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 china still has many problems, such as a huge talent gap and an irrational structure, key products being 
locked at the low end, and serious regional competition that is homogenized. Aft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 china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article makes prospec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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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Based on the dat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from 2016 to 201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ax preference enjoyed by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in China, and 
specifically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of tax preferences in different types and region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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