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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激励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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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加注重创

新驱动力的发展，我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

的影响。研究表明，税收激励措施对增加企业专利数量具有激励作用，

在激发上市公司的作用方面比私营企业更有效。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加

强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成果的创新性审核力度,进一步充分发挥税收政

策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作用,增强保护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建立税收

优惠政策的动态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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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不断加大财税优惠力度，激励企业开

展创新研发活动进而改善企业营商环境的作法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而学界关于研发支出税收优惠政策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企
业的影响研究，也逐渐从企业研发支出费用的增减转向企业一定
时间内专利的数量。研究对象的转变更加科学化与合理化，因为
专利可以直接代表企业的研发能力，但是并非所有的专利都能直
接代表企业现阶段的生产能力，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才是企
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专利的分类 
根据我国《专利法》，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是针对技术方面的改进，比如产品、方
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新方案；实用新型专利是针对产品的适用
性，如产品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
方案；外观设计专利是针对产品的外观，如形状、图案或者其结
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
用的新设计。因此，企业研发技术方面的创新，属于方法或工艺
的创新，只能按照发明专利申报。除了申请对象的不同，专利还
有授权时间的不同，发明专利授予专利权通常需要的时间为 3 年
左右；实用新型专利授予专利权通常为 1 年左右；外观设计专利
授予专利权通常为 8 个月左右。相应的专利权保护期限也不相
同，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是 20 年；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期限是
10 年；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是 10 年。 

通过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企业而言，发明专利比
其他两类专利更实用。申请专利时需要投入的成本更多，也更需
要外界的帮助与支持。我国企业的现状是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
计专利多于发明专利，因此虽然我国专利数量激增，但是自主创
新能力的衡量还不够准确，创新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是有
一定差距。 

二、文献综述及困境分析 
江西和王水娟（2015）利用 128 家样本公司的问卷调查数据

建立随机效用模型，发现：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的新政策对企业研
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李万福与杜静（2016）以 2007-2012
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了回归模型，发现：税收优惠有助于
刺激企业研发，但是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激励效应呈现倒 U 型。
王长君（2017）以 2012-2015 年上市的高技术公司为研究样本建
立回归模型，发现：财政补贴比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上市公司
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雷根强与郭玥（2018）以
2008-2015 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 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方法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会对
其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都具有显著正向激励作用。李香菊与杨欢
（2019）以 2007-2016 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了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

具有激励作用且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 
通过分析文献综述我们发现，早前的学者在研究税收优惠政

策影响企业研发时，均是以企业研发投入的多少为研究依据来衡
量企业研发成效，大量的文献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了企业研
发；再后来研究的转向了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比
较，企业性质的不同、规模的不同、年限的不同均会影响企业对
研发支出税收优惠政策作出的反映，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型国
有企业的激励作用这一观点受到大部分学者的验证；近两年的研
究转向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专利成果的激励作用。虽然研究对
象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是专利的外部性与多样性均
为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境。 

三、结论和对策建议 
实践证明，税收激励对增加企业专利数量具有激励作用，在

刺激上市公司方面比私营企业更有效。技术创新不单单是企业一
方的责任，也不是企业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完成的，政府一方面
需要对企业作出扶持，另一方面也要对企业进行严格监督，双管
齐下地管理企业的创新活动。 

（一）加强对企业研发创新性成果可行性的审核力度 
虽然我国在 2018 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了

第 17 位，比 2017 年上升了 5 位，但我国的技术创新仍然与国际
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现行的税
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成果审核要求不够严格，在申请专利的过程
中许多企业存在着“打擦边球”的问题，政府没有及时作出制止，
只会使得低质量的知识产权泛滥造成技术进步的假象，不利于企
业生产技术的创新性突破。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鉴定为例，虽
然有文件明确规定发明专利可以给企业更高的积分，但是，实用
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审查简单、周期短，更多的企业会选择
这两种专利申请来增加积分，缺乏对企业研发成果的创新性进行
严格审核。因此,为切实提高我国企业研发成果的创新性,可以进
一步提高或改善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审核通过要求,并且
降低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享受税收优惠的力度，可采取
的措施包括提高拥有高质量发明专利的优惠力度或者增加其他
奖励方式,限制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累加的分数，降低
其可享受的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从而在资金上切实帮助企
业完成技术创新活动。 

（二）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相关政策法规，目前与企业研发支出有关

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15%、研发费用加
计 75%扣除、即征即退等政策，为扩大企业研发规模、增加企业
专利数量，这些政策发挥作用 直接的方式就是能够降低企业研
发成本，间接促进企业加大资金与人力投入， 终提高企业研发
投资积极性，如下图 1 所示。 

2019 年 1 月 15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财政部部
长助理许宏才就明确表示 2018 全年减税降费规模约 1.3 万亿元，
减税和降费政策措施在刺激市场活力和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中，针对支持科技研发创新的优惠政策有：（1）
所有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了 75%；（2）创业投资
企业与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
（3）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 10 年等。“减税降
费”仍是 2019 年政府工作的一大重点，政府已经给予了企业多
种的税收优惠，而企业在做好高技术人才引进的同时，也应该做
好税收筹划将政策落实到位，合理搭配适用税收政策进而节约研
发成本，减少成本在税收上不必要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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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的激励机制 
（三）建立健全动 的绩效评价机制 
在我国对创新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加大与企业的

逐利性双重作用下,近年来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出现了激增的现
象,但同时存在着一个较大的弊端就是发明专利的授权数量并未
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如果不加以关注，就容易出现误判造成
政策“错位”。发明授权数量的增加是体现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增
强的直接衡量指标,也是政府给予政策支持的 终目的，如果这
一步没有到位就说明政府在资金配置上并没有达到 有优的状

。因此,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建成研发支出税收优惠政策的绩效
评价机制,设立科学的绩效评价准则、开设专门的评估机构、创
建合理的绩效评价综合指标和动 的绩效信息管理系统,增加税
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效率,明确向企业表示支持技术发明专利,让政
府实时掌握相关政策在促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便
于政府及时对政策作出调整。政府在进一步放宽享受税收优惠的
企业门槛时，仍然要保证绩效考核的严格性与专业性，督促企业
进行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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