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创新财税政策  推动自主创新

不断创新理财观念
  支持首都自主创新

王 婴  王付轩  于 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

型国家，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

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核心，是落实

科学发展观、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近年来，北京市财政部门积极发挥

职能作用，不断创新理财观念，通

过财政资金和政策手段，推动首都

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充

分发挥自主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原动

力作用，优化创新环境，建设创新型

城市，促进首都经济社会统筹协调

发展。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推进中关

村科技园区自主创新

财政部门通过建立“中关村科技

园区发展专项资金”，着力推动中关

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发挥其在创新

型城市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支持首

都自主创新，打造首都发展制高点。

从 2000 年到 2002年，市级财政每

年安排 1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中关

村科技园区建设。2003年后进一步

加大支持力度，专项资金每年增加

到 21亿 元，2005年突 破 25亿 元，

2006年达到 40.5亿元。100多亿元

的资金投入，有力地支持了园区发

展，大大加快了中关村自主创新和

高科技产业化进程，充分发挥了中

关村科技园区在首都创新体系中的

龙头带动作用。目前每年有 2000多

家创业企业入驻园区，2006 年园区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6744.7

亿元，同比增长 38.3%。2007年中

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总

额进一步增至 43.6亿元，为入区高

新技术企业提供更好的条件、设施

和服务，为推进科技园区自主创新，

带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点面兼顾 两端扶持 支持自主

创新重点项目建设

2007年，北京市财政局进一步

加大全市自主创新经费安排，自主创

新建设的财力支持明显增强，支持力

度明显加大。在资金投入和项目选择

过程中，兼顾攻关重大项目和扶持中

小企业创新项目，把握从科学研发到

成果产业化的两端扶持，逐步形成点

面兼顾、两端扶持的扶持体系。
2007年安 排 6654万元，设 立

“科技条件平台服务首都建设专项资

金”，通过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的

模式，促使大院大所合理运用其科

技研发资源，面向企业提供便利、低

廉的服务，实现资源、信息与成果共

享。设立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资金 5000万元，引导企业、

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自主创新的投资，增强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能力。

设立研发机构自主创新专项资

金，2007 年安排 900万元，鼓励企

业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

建立企业技术研发机构。启动实施

“北京市高成长企业自主创新科技

专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尤

其是高成长性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007年安排高成长企业补贴专项

1.8亿元，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发展，

快速提升北京市重点产业的整体竞

争能力。
加大对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

和发展的投入力度。设立北京市专

利申请资助金，自2007年起，投入

3260万元用于北京市专利申请资助，

鼓励发明创造，支持强极，带动弱极，

提高北京市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
同时，每年安排发明专利奖专项资金

500万元，对为北京市作出重大贡献

的发明专利进行奖励。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扶持

重点产业发展

一是通过工业发展资金鼓励企

业技术创新，大力扶持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2003-2007年，支持了

联想、方正、清华紫光、大唐电信、

清华同方、曙光天演、长电智源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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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果转化项目。支

持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

目共计426项，支持资金 9.3亿元，

占总资金的 20.7%。工业发展资金还

重点支持了名牌产品的技术改造项

目，对龙徽、雪莲、同仁堂、铜牛、燕

京啤酒、红星、王致和等名牌产品企

业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了大力扶持。
从 2006年开始，对当年获得中国名

牌和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一次性给

予奖励资金 200万元。截止到目前，

已经奖励了48家企业，奖励资金共

计 9600万元。目前北京已有55个中

国名牌、31个中国驰名商标和 99个

北京名牌，这是北京工业的宝贵资源

和产业形象的代表。
二是建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鼓励中小企业开拓创新。2007

年，继续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 5亿元，支持具有发展潜力和示

范作用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采取

银行贷款贴息、财政拨款补助、引

导性委托入股方式，为中小企业发

展提供信用担保、建设公共服务平

台、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创新和产业

技术成果转化，支持中小企业进行

自主创新、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

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贴息补助；对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创业

辅导培训予以补助；出资设立中小

企业担保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等问题。
三是安 排资金支持企业技术

标准制（ 修）订。2007年市财政拨

付技术标准制（修）订专项补助资金

1219.5万元，69家单位的 103个先

进技术标准项目获得资助。涉及高新

技术、资源节约与环保、食品与消费

品、农业、现代制造业、公共安全、

工程建设与服务业10 个领域。其中

高新技术、现代制造业占补助资金的

54.8%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占补助

资金的 66.2%。

多措并举 发挥税收政策对自

主创新的促进作用

一是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

的所得税前抵扣力度，允许企业按当

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 150%

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

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

可按税法规定在 5年内结转抵扣。
二是提高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在

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比例，在计税工

资总额 2.5% 以内的，可在企业所得

税前扣除。

三是允许企业加速研究开发仪

器设备折旧，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仪

器和设备，单位价值在 30万元以下

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单位

价值在 30万元以上的，可采取适当

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

的政策。

四是对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

高新技术企业，从 2006年1月1日起，

执行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免税期满后，减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包括清华同方威视、北大维信、

大唐电信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企业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项目，除

得到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外，还享受到

了土地购置费用减免、贷款贴息、抵

扣应纳税所得额等多方面优惠政策

支持，显著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

术体系及技术标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培育首都

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首都城市的性质功能和资

源优势，以筹办奥运为契机，推动

首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

转变，大力支持文化创意和体育产

业发展，培育首都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 2006 年起，北京市设立了“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安排

5亿元，重点扶持文艺演出、出版发

行和版权贸易、影视制作和交易等

八个行业发展。采取贷款贴息、项目

补助等方式，对符合政府重点支持

方向的文化创意产品、服务和项目予

以扶持。同时，安排文化创意产业集

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资金规模 5

亿元，分 3年投入，重点用于支持经

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环境整

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等公共设施工程。经过两年的探索

和实践，专项资金使用效果逐步显

现。据统计，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

意产业创造增加值 812亿元，占全市

增加值的 10.3% ，同比增长 15.9% ；

资产总额达 6161亿 元，同比增 长

19.9% ；实 现收 入 3614.8亿元，同

比增长 29.4%。“大型童话剧《福娃》

国际巡演项目”收到专项补贴后，在

加快国际版改造完善的同时，已演出

122场，来自全国及国外驻场演出和

巡演的合约截止到目前已达 1300多

场次，该剧很好地宣传了北京奥运，

同时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此外，

为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打造体育产

业链条，2007年，北京市财政安排

5亿元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

扶持符合政府重点支持方向的体育

产品、服务、项目和企业，培育具有

影响力的体育品牌，鼓励社会资本投

资体育产业，活跃体育市场，促进包

括体育健身、竞技表演、体育用品等

在内的体育本体产业及其相关产业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单位 ：北京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张晓红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本期专题——创新财税政策  推动自主创新
	不断创新理财观念  支持首都自主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