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税改革

财政助力高科技园区快速发展

——“财政与高科技园区发展论坛”综述

本刊记者  ★王教育  张向阳★

近
日，由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社

会科学院和中国财政杂志社、中

国财经报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财政与

高科技园区发展论坛” 在长沙成功举

行。本次论坛提出：高科技园区是新型

工业化的重要载体，财政主动介入、积

极支持高科技园区发展，有利于破解

高科技园区发展的现实瓶颈，推进新

型工业化的发展。财政部有关司局领

导、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中心高级

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

院校的资深学者以及湖南省内部分园

区负责人等出席了论坛。

湖南财政支持高科技园区快速发展

湖南省政府党组成员、 财政厅厅

长李友志认为，高科技园区是高新技

术企业的集聚洼地，是高新技术产业

化的发展基地，已经日益成为促进区

域技术进步、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提

升区域经济实力的关键。湖南作为中

部的农业大省，发展的短板和差距在

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更

是滞后。同时，湖南发展的希望和潜力

也在工业，实现富民强省的必然选择

是新型工业化，而新型工业化的推进

依赖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拉动。高科技

园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的

最佳载体，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得到

相应的政策支持。财政作为国家调配

经济资源、 引导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

工具，支持高科技园区发展责无旁贷，

必须站在新型工业化的背景下找准定

位，立足当前高科技园区发展的现实

瓶颈，创新财税支持政策，积极施为。

近年来，湖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在

贯彻执行国家相关财税优惠政策的同

时，结合本省实际综合运用财政担保、

贴息、 奖励以及无费管理等方式支持

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成效显著。目前，

全省共有高新技术园区 77个，基本形

成了以长沙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为中

心的电子信息、 现代工程机械等产业

群，以株洲高新区为中心的硬质合金

材料、现代电力机车等产业群，以湘潭

高新区为中心的轻轨地铁、 机电一体

化等产业群。2007年上半年，各高科

技 园 区 实现 规 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321 .77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为26 .9% ，出口创汇 13.79

亿美元，占全省出口 创汇的比重为

43.7%，增长了 26 .2%。世界 500强企

业中已有 40 多家在湘投资设立企业。

但同时，一些因素制约了高科技

园区的发展：一是缺乏产业特色与分

工，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二是投融资

体系不健全，资金瓶颈制约明显；三是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速

度不快；四是随着“两法合并”实施，

园区政策优势部分丧失。

财政支持高科技园区发展意义深远

发展高科技园区 ，聚集同类或产

业链条关联密切的高新技术企业 ，推

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组团规模化、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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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集约化、资源利用效能化、产业

配套系列化，从而实现技术进步、资源

利用、效益提高、机制创新等方面质的

飞跃，由此形成的上下游结构完整、外

围产业体系健全、 具有持续竞争优势

的“园区集群型”工业具有典型的新型

工业化特征 ，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科技园区具有区域经济增

长极和产业增长极双重特征 ，可以通

过辐射、 关联作用带动相邻地区的经

济增长、相邻产业的快速升级，成为区

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进新型工业

化进程的强劲动力。

与会专家认为，由于高科技园区

具有外部性和高风险性的特征 ，这些

都是市场无法自行化解的缺陷和失灵，

需要政府的介入和扶持。高科技园区

具有的外部性特征需要财税政策的支

持进行补偿和协调，高风险性特征需

要财税政策的支持进行有效化解，这

就决定了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客观上需

要财税政策的支持。而且高科技园区

的优势源于政策 ，优在体制，强在创

新，政策扶持是国家高科技园区得以

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其中财税政策

的支持加快了企业的成长，推动了园

区建设 ，促进了招商引资和产业集群

发展。在目前风险投资体制尚不健全

的情况下，通过财税政策的介入支持，

有效化解市场风险，才能引导更多的

社会资源特别是资金流向园区。

高科技园区的发展需要

财税支持政策的创新

专家们认为，现行的财政税收政

策对高科技园区的发展虽然起到了很

大的助推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还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要立足于高科技园区发展的

现实瓶颈，找准定位，创新财税支持政

策，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杠作用，有

效促进各种资源向高科技园区聚集，

并形成内生、持续的竞争优势，推动高

科技园区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

李友志厅长针对湖南高科技园区

发展的四大瓶颈，就财政如何主动介

入高科技园区发展提出四条建议：一

是以财政投入为支撑，缓解高科技园

区的资金压力；二是以环境建设为重

点，增强高科技园区的吸引力；三是以

财税政策为引导，形成支持高新企业

的政策合力；四是以鼓励创新为导向，

强化高科技园区的辐射效应。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对我

国现行促进科技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

进行了介绍，对其存在的问题作了分

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改革和

完善主体税种，增强增值税和企业所

得税的适应性；规范税收政策，促进科

技创新和经济增长；运用税收政策引

导社会资金支持和发展高科技产业、

企业和产品；完善税收政策鼓励科技

成果转化。

针对我国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

作用及存在的共性问题，中国财政杂

志社社长宋爱武就财政如何支持高科

技园区的发展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宋

爱武认为，由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高

风险性、外溢性等特征，高科技园区的

发展离不开政府通过政策等手段的扶

持，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要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高科技园区。这个问题在理

论上似乎已达成共识，但在实际运作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这也是为什

么我国高科技园区的技术创新尤其是

持续、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症结所在。

宋爱武认为，高科技园区的核心功能

不是创造产值，而是创造高新技术，是

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是新时期国家高新区发展的关键所

在。因此，财政支持高科技园区的政策

目标和着力点，就是要支持其由外延

式扩张向内涵式增长机制转变，支持

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引导园区从

“制造”导向的发展向“创造”导向的

发展转化，培育出在市场竞争中具有

生命力的企业、企业家和产品，使高科

技园区成为具有充分活力和强大生命

力的、以自主创新为主要特征、能够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特殊区域。在

政策或资金的具体投向上，应主要集

中于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激励机制

的建立，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成果转

化，基础技术、社会公益型技术、前沿

技术等的研究开发等方面。

财政主动介入高科技园区发展，

是财政工作创新求发展的一种新思维

模式。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

师欧阳煌认为，这种模式将逐渐改变

“政府花钱，财政买单”的单一做法。如

湖南省政府注资组建了湖南高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已与省内四家单

位签订了正式投资合同，投资总额近

6000万元，助推高科技园区快速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中心公共

资源管理高级顾问彭龙运博士以印度

软件产业的政策环境设计为借鉴，提

出政府的作用应定位于服务市场，产

业激励政策要有产业及其发展阶段的

针对性，政府采购激励要权衡进口替

代和公平竞争的利弊，财税激励要考

虑企业在创建、 成长和发展等不同阶

段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后凯研究员认

为，财税支持园区发展要着力于实现

大学校区、高新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联

动、融合发展，要以园区的优势产业为

核心，打造产业链；要以各类园区为载

体，优化环境，提升园区配套能力，积

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基于产业集群的视角 ， 北京大学

王辑慈教授阐述了高科技园区与产业集

群的交叉关系，认为集群是发展的动能，

园区是发展的势能 ，要以高科技园区为

有效载体发展产业集群，财税支持高科

技园区的重点要放在构建产、学、研相

结合的体系上 ，着力打造创新型集群。

参加此次论坛，记者深刻感受到，

湖南的发展已经并入全面贯彻科学发

展观轨道，湖南财政对支持经济社会

发展一直有着高效、务实、创新的思路

和举措，省内高科技园区建设方兴未

艾，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大势正猛。论坛

上，官员、专家、学者对湖南高科技园

区发展提出的客观、中肯的建议，亮点

纷呈，见仁见智。这些真知灼见必然对

湖南园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对新型工业

化的推进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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