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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一些企业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的认识偏见和理解误区，结合国家有关所得税法律制度规定，

采用政策研究法、指标分析法等，分析界定了高新技术企业范围，阐述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揭示了企业财务人员认知理解和应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常见错误，着重探

索了税前补亏、会计核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内容的合理地运用谋略，主张企业纠正“节税

不抵研发支出”的狭隘观，自觉向自主研发型、科技进步型方向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争取申请认定并努

力保持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谋取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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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ognitive prejudice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some enterprises on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s,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income tax laws and regula-
tions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fines the scop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policy research and index analysis, expounds the legal basis and policy basis of in-
come tax planning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reveals the common mistakes of enterprise f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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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personnel in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enterprise in-
come tax.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ational use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such as making up losses 
before tax, accounting, and adding and deducting R&D expenses, and advocates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correct the narrow view that "tax saving is not equal to R&D expenses", consciously devel-
op in the direction of independent R&D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ctively create 
conditions for application for recognition and strive to maintain the qualification of high-tech en-
terprises and seek long-ter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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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新科技企业，是国家培育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先进型企业的统称。因其既要从事投资运营的产业活

动，又要肩负高端创新科技研究开发并积极进行成果转化的重要任务。正是集高新科技自主研发应用与引进

应用于一体，才需要在常态化生产经营之外，专项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而且在漫长研发和试验周期内，占

用和消耗企业大量资金，对企业损益和资产结构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为鼓励企业持续投资开展研究开发和应

用高新技术成果，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鼓励政策。其

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企业所得税政策。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对高科技企业及其税收优惠政策认识不足，对其

资质申请认定和资格保持的重视度不够，对国家发布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理解认知和应用把握欠缺，导致一些

符合高新科技企业条件的企业丧失了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机会，无形中加剧了企业研发投入负担，也使国家

发布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受到不良影响。为此，亟需针对国家给予的特定优惠政策，研究所得税纳税筹

划方略，旨在为高科技企业准确识别和科学有效地运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学术指导。 

2. 文献综述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是国际国内通行的做法。在国外，学者普遍赞同政府通

过制定直接税减免等优惠，激励企业向高新技术领域进军。Sepehr Ghazinoory Zahra Hashemi (2021)认为，

税收减免政策对研发投入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有显著影响，可以激励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企业应充分利

用政府税收优惠，努力实现自我壮大[1]。为此，学者们主张企业应深入研究国家优惠政策，并精心制定

落实规划。Xiaoyong Dai 和 Gary Chapman (2022)就提出，成功的税收激励措施依赖于有效的方案设计，

利用政策设计和税收激励帮助高新技术企业实现税收激励计划的创新效果[2]；Agrawal A，Rosell C 和

Simcoe T (2020)同样认为，政府提供税收优惠能使企业更愿意进行研发，从而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创新，

但必须制定积极的促进机制和持续落实的保障体系，确保使企业研究成为持续和自觉的行为。[3]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注重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特别是加入 WTO 后，为鼓励企业外向型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鼓励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研发事业，激励中小型技术先进型企业快速向国际市场进军，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近年来江南春

(2020)指出为了减轻企业税负，在制定纳税筹划时要多角度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税务风险，还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4]。虽然国家制定了许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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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企业在优惠政策应用上，却遇到很多思想认识问题和专业技术困难，亟需纳税筹划加以引导和指导。

马婷婷(2021)提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尝试采取健全税收筹划负面清单管理、完善税企双方沟通交流机制、

顺应形势利用互联网资源等措施改善所得税筹划，帮助企业降低税负[5]。杨国超(2020)讨论了对高新技

术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到底会不会促进企业进行纳税筹划，而且是合理合法、不虚增费用的纳税筹划，最

后得出结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6]。王琦(2021)认为高新

技术企业通过开展税收合理筹划，可最大程度为企业节税，有效降低税务成本，提高经济收益，提升企

业可持续发展能力[7]。胡东熠(2019)讨论了将业务招待费转为业务宣传费进行纳税筹划的可能性[8]。陈

明蔚，孙乃立(2022)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在纳税筹划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两种筹划方

法可以为公司减轻较多税负，同时还应注意政策的时效性和实施条件[9]。未海霞(2023)认为高新技术企

业应当充分了解国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所提供的优惠倾斜政策，结合自身经济状况和经营业务筹划合理

的纳税方案，并改进税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缺陷问题，力争为企业实现经营效益目标[10]。史庆兰，王礼

红(2022)认为企业财务人员依据税收优惠政策提前做好纳税筹划，有助于帮助企业节省资金，提高高新技

术企业财务管理水平，进而推进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长远发展。[11] 
综上，国内外学者都一致赞同政府采取积极地企业所得税政策，惠及不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支

持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和外购等形式取得知识产权，并努力进行成果转化，促使企业生产经营高新技术产

品或服务，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揭示了一些企业亟待通过纳税筹划工作，指导其正确应用政

策，在降低纳税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应用国家税收政策，取得更多的企业所得税实惠。但有关高新科

技企业应如何针对企业所得税开展纳税筹划，即从专业技术层面解决高新科技企业纳税筹划技术难题，

目前尚鲜有研究。从而，为本命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空间。 

3. 高新科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政策依据 

3.1. 高新技术企业范围界定 

从理论上讲，高新技术企业应是在高端、创新技术领域范围内，始终坚持进行自主研究开发或不断

引进高端创新技术成果并积极转化应用，形成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由知识产权，持续开展高新技术

产品或服务为主营业务活动的居民企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日新月异，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会结

合社会经济建设需要，鼓励支持一批处于时代发展前沿的高新技术领域，制定出台《国家重点支持的高

新技术领域》，包括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高技术服务业、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八大领域。作为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

评审高新技术企业的客观依据或标准。这样，就产生了政策界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概念，即“在《国家重

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

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由于高新技术企业需要各

省级政府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和评审，所以，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1 月联合

颁布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系统地规定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评

价标准。 
从近年来国家发布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惠及范围看，不仅包括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还包括

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7 年 5 月联合发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

[2017]115 号)规定，取得科技型中小企业登记编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根据该政策规定，科技型中

小企业是指：“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

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依照现行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同等享受国

家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所以，可将之与高新技术企业统称为“高新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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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新科技企业纳税筹划的客观依据 

3.2.1. 法定依据 
高新科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首要依据是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以下统称“所得税法”)。根据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5%，国家

需要重点扶持的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优惠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比普

通居民企业低了 10 个百分点；税法第 25 条专门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

予企业所得税优惠”。实施条例规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未超过 500 万元部分，免征企业所得

税；超过 500 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 

3.2.2. 政策依据 
1)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税法规定基础上，国家为了鼓励支持高新科技企业投资和发展，陆续制定

实施了一系列专项优惠和保障优惠的政策。主要包括《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

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2022 年第 28 号)在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公告 2022 年第 28 号公告规

定，高新技术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允许当年一次性

全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并允许在税前实行 100%加计扣除；《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税公告 2023 年第 7 号)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实际发生的研发支出未

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据实扣除后再按照实际发生额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购置设备、器具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性扣除和 100%加计扣除政策操作指南》(以

下简称“操作指南”)的规定，企业在优惠期内购入设备，会计应计入“固定资产”科目，并选择在当年

汇算清缴期一次性税前列支，可以享受所规定的“税前 100%加计扣除”的优惠。凡在 2022 年第四季度

内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均可适用该项政策。也就是说，高新科技企业在 2022 年四季度后购入

的固定资产，会计按确认原值计入“固定资产”账户，并可以在当年税前全额扣除，即在汇算清缴时做

相应价值的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处理；同时，该固定资产当年通过“研发支出”科目计提的折旧总额，不

仅在期末转入“管理费用”作为损益性支出全额税前扣除，还允许在汇算清缴时加计 100%扣除。这就意

味着，高新科技企业购置的设备、器具，在所得税前可以获得实际采购额的 300%扣除。 
例如，S 公司属于高新科技企业，其 2023 年 2 月《研发中心主要设备及设施清单》反映购入服务器

及配套设施共 600 万元，则当年可以一次性税前扣除；忽略净残值，按 6 年计提折旧，会计做借记“研

发支出 100”、贷记“累计折旧 100”的账务处理，各年累计提取折旧额 600 万元。则： 
S 公司合计税前扣除额 = 600 + 600 × (1 + 100%) = 1800 万元 
税前扣除比例 = 1800/600 × 100% = 300% 
需说明，上述政策均为国家专门给予高新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其他有关企业所得税的相关优惠政

策，同样适合与高新科技企业。例如，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

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2 号)和公告 2021 年第

18 号规定，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及在人社部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

业失业登记证》人员，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 3 年内按实际招用

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

标准为每年 7800 元/人。这些优惠政策，同样适合于高新科技企业。从而，大幅缓解高新科技企业的经

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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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优惠政策。除此以外，各地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还有不同的优惠或奖励。比如大庆市高新区 2022
年 5 月制定实施的《关于大庆高新区推进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规定，固定资产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

的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1%给予资金奖励，同时投产之日起五年内按照项目对大庆高新区经济贡献给

予奖励，前三年按照 100%给予奖励，后两年按照 50%给予奖励；首次认定的独角兽企业，给予 100 万元

奖励；首次认定的瞪羚企业，给予 30 万元奖励；在大庆高新区实现产业化的新获准进入医保目录的创新

药、新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生物类似药、参加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标的新产品，每个产品

给予 100 万元奖励，每家企业每年奖励不超过 300 万元。这些地方优惠，都旨在招商引资，但也确实为

投资企业及其持续经营带来实惠。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为企业减轻一定的税金支出负担。 

4. 高新科技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4.1. 积极申请认定并努力确保具备高新科技企业资格 

面对财税公告 2023 年第 7 号等利好政策，企业要组织专门的人员进行政策的理解、消化，以方便企

业能够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为企业发展赢得宝贵的资金，进而推动企业的整体发展；另外新税

法规定对经省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可对照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标准，努力创造和积累条件，积极申请并争取获批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将企业

某些部门的高新技术项目和业务剥离出来，创设独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并向省级科技厅申请认定高新科

技企业，以获得享受低税率优惠资格。 
【案例】某省 QZ 服饰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过不断开展技术探索革新，实施了生产全程数字化控制，

不仅先后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还获得全省加工制造业智能智造比赛金奖。经过不懈努力，该公司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

发明专利 17 项、实用新型专利 49 项，所获专利均自主研发产生，并全部用于服饰智能化设计、裁剪、

加工流程作业；公司设立了研发部并配备了充足的专职研发人员；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由上年的

2.57%提高到 3.01%，全面符合了国家有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2018 年，经公司申请，省科技厅认定

并授牌高新技术企业。此后，公司再接再厉，每年不断追加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都持续

高出 3%，顺利通过省科技厅与省税务局等部门联合审验年检。这样，公司自 2018 年开始，一直享受 15%
的优惠低税率，所得税负大幅降低，如表 1 所示。 
 
Table 1. R&D investment and income tax payment of QZ Apparel Co., Ltd. in recent five years 
表 1. QZ 服饰品股份有限公司近五年研发投入与所得税缴纳情况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元) 702,390,539 716678992.1 894586586.6 991067536.5 1091896377.89 

高新项目收入 421645040.6 437604192.6 564752512.1 677989301.7 796647597.3 

高新收入占比 60.03% 61.06% 63.13% 68.41% 72.96% 

研发投入金额(元) 21,173,748 21643797.68 26919672.88 29806461.19 33217213.66 

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 3.01% 3.02% 3.01% 3.01% 3.04% 

应纳税所得额(元) 85761521.64 99880284.8 143409483.1 165500379.7 179465113.1 

高新优惠所得税费用(元) 12864228.25 14982042.72 21511422.46 24825056.95 26919766.97 

非高新优惠应纳所得税(元) 21440380.41 24970071.2 35852370.77 41375094.92 41375094.92 

享高新优惠税率节税额(元) 8576152.164 9988028.48 14340948.31 16550037.97 144553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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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看出，该企业 2018~2022 年的研发投入始终保持在 3%以上，全面符合国家规定营业收入超过 2
亿元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应达到营业收入 3%的规定。如果公司任何一年没有达到政策规定条件，都将被取

消高新科技企业优惠，按照居民企业所得税率征税。假设 2022 年企业不具备高新科技企业资格，则将按

照 25%税率计算，其应纳企业所得税额为 41375094.92 元(179465113.1 × 25%)，比享受高新科技企业优惠

税率多缴纳企业所得税 14455327.95 元(41375094.92 − 26919766.97)，税负直接高出 10 个百分点。所以，

纳税人申请认定高新科技企业取得的企业所得税节税效果十分明显。 

4.2. 严格遵循税收优惠政策规定条件谨防陷入风险误区 

根据财税[2018]76 号规定，自 2018 年元旦起，当年具备高新科技企业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

前五年内发生但尚未补平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10 年。很多企业

认为，只要是高新科技企业通过省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授牌就具备了高新科技企业资格，此前五年

内发生的亏损以及以后发生的亏损，其税前利润弥补期都可以优惠到 10 年，正好比普通企业多出 5 年。

事实上，这种认知和理解是不正确的。 
财税[2018]76 号文件所称“具备资格年度”，并非指高新科技企业认定年度。因为高新科技企业一

次认定三年有效，三年期满再重新认定。“认定当年”是其被科技主管部门认定为高新科技企业的当年，

而具备资格当年则可以是三年有效期的任何一年(含认定当年)。比如某企业 2022 年认定为高新科技企业，

具备资格有效期为 2022~2024 年，2017 年发生亏损按原规定补亏期五年应在 2022 年期满，若 2022 年仍

未补平，则应持续向后结转补亏直到 2027 年；2016 年前发生的亏损，因在企业具备高新科技企业资格

之前一年(2021 年)就已满 5 年，故不能再向后结转弥补。若企业 2023 年发生了亏损，其补亏期应为

2024~2034 年，当 2025 年重新认定后不再具备高新科技企业资格，那么 2023 年补亏期不受影响，但是，

2024 年再发生亏损，其第一个补亏年即 2025 年，企业不具备高新科技企业资格，则不适用该政策，只

能按原规定 5 年补亏期(2025~2029)补亏，以此类推。由此可见，企业一旦失去“高新”资格，其前一年

和以后年发生的亏损，将不能享受 10 年补亏的优惠政策。这就客观要求具备资格的高新科技企业，不能

紧盯着创收和盈利，更要看准并时刻牢记国家有关高新科技企业认定条件的政策规定，不断加大境内研

发投入，使研发支出和高科技产品收入与当期总收入的比例，始终都要分别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4.3. 依规正确核算避免取消应享税收优惠 

一般情况下，企业享受国家给予税收优惠特别是减免税范围的业务和项目，都需要会计上单独核算

或分别核算。根据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102 条规定：“企业同时从事适用不同企业所得税待遇的项目，

其优惠项目应当单独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用；没有单独计算的，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优

惠。”高新科技企业适用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很广、很多，实际应用过程中需特别注意有关会计核算规定。

凡是要求分别或单独核算的，会计务必严格遵守；没有明确要求的，也建议企业对减免税等项目实行单

独核算。所有进行单独核算的，务必从项目材料物资和装备设施采购、领用的成本或资本价值的确认，

到成本结转和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再到实现的销售或营业收入，都需要单独核算记账。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为了配合高新技术资格评审，高新科技企业所发生的高新产品或服务收入，务必与其他产品或服务

分开单计，甚至可以分账核算；属于研发投入形成的支出，务必严格按照财税公告 2021 年第 13 号、2022
年 16 号等规定，分别将人工费(工资薪金)、直接投入费用(含材料、燃料、动力、仪器设备等)、中间试

验和产品试制检验费、软件专利等分摊费用、验收评估与申请注册或代理费等，在“研发支出”科目内

逐项进行明细核算。否则，就会出现未分别核算或者分别核算不清的状况，在税务检查和科技主管部门

评价过程中，存在被纳税调整甚至取消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先进型企业资格。从而，产生因会计核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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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导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享受风险。 
除此而外，很多高新科技企业还存在不容忽视的经营管理风险，包括安全生产风险、有效期内累计

两年不依规提供年报、研发费支出不达标、财务指标数据弄虚作假等。只要具备任何一项，都将不能申

请高新科技企业，已经认定的将被取消高新科技企业资格，撤销所有已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4.4. 高新科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效应 

现实生活中，有部分企业对高新科技企业申请认定有一定的抵触心理和情绪。理由是申请高新技术

企业需要严格和复杂的程序，更需要拥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成果及其转化应用。获取这些知识产权成果非

一日之功也非唾手可得，需要有长期持续的大量研发资金投入，能否获得有转化应用价值的知识产权成

果，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包括一些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将研发投入看做是“消耗性

支出”，甚至是一种潜在风险巨大的“营业外支出”。只有资本和资金雄厚的规模企业，或者有国家投

资背景的机构，才会开展研发工作；同时，还有些企业经过财务人员测算分析后，得出能够享受的企业

所得税优惠，远远不抵政策要求的研发投入标准，容易“得不偿失”。事实到底怎样，需要我们结合相

关财务技术指标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4.4.1. 实现经营期投资价值最大化 
仍按前例，该服装饰品股份公司近年取得发明专利 17 项，实用新型专利 49 项，因具备高新科技企

业资格，持续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无形资产加计摊销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连续五年平累计节约企业

所得税 8641.98 万元，年均节税 1728.4 万元，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ntribution value of R&D input and output of QZ Apparel Co., Ltd. in recent five years (unit: yuan) 
表 2. QZ 服饰品股份有限公司近五年研发投入产出贡献价值(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研发支出总额① 21,173,748 21643797.68 26919672.88 29806461.19 33217213.66 

当期损益承担② 15274874.31 10384298.98 13800698.09 14112348.63 18420263.89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5898873.69 11259498.7 13118974.79 15694112.56 14796949.77 

无形资产比率 27.86% 52.02% 48.73% 52.65% 44.55% 

无形资产年摊销额 589887.37 1125949.87 1311897.479 1569411.256 1479694.977 

年均加计 100%摊销扣除额 58988.74 112594.99 131189.75 156941.13 147969.50 

损益加计 200%扣除额 30549748.62 20768597.96 27601396.18 28224697.26 36840527.78 

享加计扣除节约所得税额 4591310.604 3132178.942 4159887.889 4257245.758 5548274.592 

低税率与加计扣除节税额 13167462.77 13120207.42 18500836.2 20807283.73 20003602.55 

节税占研发投入比 62.19% 60.62% 68.73% 69.81% 60.22% 

节税额与研发投入差额 8006285.232 8523590.258 8418836.683 8999177.464 13213611.11 

企业实际研发支出负担 37.81% 39.38% 31.27% 30.19% 39.78% 
 

表 2 显示，在没有专项优惠政策条件下，企业为了研发新产品(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新能源等，

需要完全自行安排研发费用支出为“①”，2018 年形成无形资产价值 5898873.69 元，到 2022 年达到

14796949.77 元，净增加了 150.84%，同期研发投入增加了 56.88%。看出企业持续不断地追加投入，使研

发工作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技术积累，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喜人，为企业发展增添了后劲；在企业

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条件下，分别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低税率和加计扣除政策优惠，五年间共节约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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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85,599,393元，占研发投入总额的64.48%，相当于国家给予了企业研发投入64.48%的投资补贴；

同时，所得税优惠节税额占无形资产总额的 140.86%，意味着企业形成的所有无形资产，都是国家给予

的税收优惠换取的，而且还有现行账面无形资产价值 40.86%的剩余。这就是企业积极投入研发活动，并

严格遵守国家优惠政策取得的收益。 

4.4.2. 获取可持续发展核心技术支撑 
任何企业投资，都不能以单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必须高瞻远瞩地考虑永久生存与持

续发展之道。虽然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无法全部抵补其研发费用支出，但纳税人应该有“知足报恩”心

理。国家给予优惠，旨在减轻企业研发费用负担，鼓励企业研发积极性，促使企业不断强化技术支撑，

掌握垄断核心技术，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永葆持续旺盛生命力。所以，仅仅从指标数据反映结果看，可

能质疑节税筹划效果虽然显著，但与按政策规定标准发生更多的研发费用支出相比，明显得不偿失。但

需注意，高新技术企业“桂冠”带来的商誉价值，在于为企业引来更多的高精尖技术人才、更多领域的

高新技术产品、更广泛的市场口碑和商业征信等。最终，这些优势都会变换成无比广阔的投资、筹资和

运营空间，形成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巨额收入。最重要的，是企业依靠掌握的海量核心技术铸就的核心

竞争力，将使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积极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自觉投入更多的研发支出，争

取更多的研发成果和知识产权，是任何企业都应梦寐以求的。在国家给予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下，更是

有条件企业必须争取利用并努力保持高技术企业称号不被“摘帽”的重要理由。 

4.4.3. 增强研发经验积累和知识产权成果创新能力 
通过表 2，较具体地测算了企业具备高新科技企业资格需保持的研发投入水平、研发成就、损益负

担和优惠政策带来实惠的相关指标。从中看出，伴随着研发支出持续追加，其无形资产产出比率逐年上

升，最高水平在 2021 年曾高达 52.65%。主要因为经历长期探索和摸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发经验，

其创造力逐年增强，科学技术和试验工艺都不断成熟。这样，即使是与以往年度同等投入水平，其创造

产出能力和创新成果数量、质量都必然显著提升。 
国家要求高新科技企业的高新产品或服务收入占其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应高于 60%的政策导向非常明

显，即大力促进高新科技和尖端技术成果转化。企业不论自主研发还是受让等渠道获取知识产权成果，

都不是装点门面的“压箱底”无形资产，而应将之积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换言之，企业内部研发或外

部获取的知识产权成果，必须是以其成熟生产工艺技术和经营条件，或者通过更新生产工艺和革新经营

条件，即可转化为生产力并促进企业价值增长为根本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企业在国际国内业内都

无法取代的领先甚至主导地位，持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实中，很多授予高新科技企业资格的企

业，由于研发投入未达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弱、高新科技产品收入相对不足等而被撤销资格，进而丧

失了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享受机会和条件，令人扼腕。由此可见，高新科技企业一经获准资格，特别是

处于产业链中端核心位置的高新制造业，一定要积极努力研发探索独有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力

争成为依靠“独门技术”在国际国内市场驰骋甚至取得垄断地位的尖端科技应用和持续创新企业。 

5. 结论 

高新科技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造血细胞，支撑着企业的发展命脉。高新科技企业所从事的自主研究开

发活动复杂，对人才、技术和科技等的要求高，存在投入规模大、投资周期长和产出不确定性等特征；

通过购买等外部渠道获得的无形资产，其取得成本高且分摊周期长，应用转化耗资高，费用回收压力大。

所以，高新科技企业形成和应用高新技术生产高新产品的损益负担相对较重，只有到技术工艺成熟期才

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漫长的研究开发和试验、试制过程，其体会最深刻的就是资金投资负担重，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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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为其制定一系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是，高新科技企业持续高投入对核心自主知识

产权的创造与积累，恰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也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探讨高

新科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旨在解除部分具备高新技术潜力和研发投资实力企业无为的顾虑或担忧，

指导具备高新科技企业资格企业正确应用国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所得税纳税风险；同时，要将研发投

入作为常态化投资项目，列入企业常规预算管理，确保企业真正做到做实、做强、做坚、做久，不论社

会风云如何变换，任凭世界局势如何动荡，高新科技企业都令经济帝国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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