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择优录取”。结果，那位厂长千金，由

于所学专业不对口 ，被拒之 门外。
老 刘 工 作起 来，丁 是丁 ，卯是

卯，经常得罪人，被人称 为 “死 教

条”。然而，就是这样的 “死教条”，

在全 乡机 关、企事业 单位民主测评

中，得票率却总是高居前列。
爱人说：你不要为 工 作把命给搭

上啊！
在成功的背后，刘久彬费了 多少

心 血 ，我们不得而 知。由 于过度劳

累 ，他 患上 了 高 血 压 和脑神经 衰弱

症，但他却不肯休息。为税费改革方

案，他没日没夜地 工 作，结果头晕病

又犯 了，人也瘦了一大圈。当 医生的

爱人劝他别上班，在家休息几 天。他

就是不听，吃 了几 片药，就 又撑着身

体上班去了。一忙又是一整天 ，晚上

回 来发起了 高烧，嘴上起了燎泡，爱

人心 疼地掉下 了 眼 泪 ，拉着他的手

说：“久彬啊，上次你胃息肉切除，

只 歇 了四 天 ，胃病还没有好啊！现在

又 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你不要命了，

不要为 工作把命给搭上啊！” 然而 ，

第二 天他 又走上 了 工 作岗位。
好多人总想总结总结他的事迹，

但刘久彬说 ，我很平凡 ，没有什么值

得可写的东西。但是，我们正是从这

平凡 当中，读懂了一个新时期财政 干

部的执 着追求，那就是不懈进取、清

正 廉洁、勇 于奉献！

（作者单位：江 苏省高邮市财政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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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各国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税收政策扫描
刘群  桂军

为了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

创新，增加科技投入，世界各国都采

取了相应的鼓励措施。发达国家凭

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设备投资

和更新、研发费用列支等方面给予

各种税收优惠。发展中国家为加快

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实施了很多科

技税收优惠政策。从总体上看，各国

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

税收减免

日本政府为实现科技振兴，实

行了对实验研究费给予税额扣除 、

向海外出售技术等海外收入给予特

别税额扣除等政策。《促进基础技术

开发税制》中规定，在对增加实验研

究经费给予减免的基础上，对部分

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用资产再

按购入价的 7 % 免征所得税税金（ 最

高限额为法人税的 15%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每年对高新

技术产业的减免税支出达 1000 亿日

元，极大地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

快速发展。
美国在 1981 年通过的《经济复

兴税法》中规定，纳税人可将发生的

与贸易或商业活动有关的研究或实

验支出直接作为可扣除费用予以抵

扣，而不作为资本性支出。凡是当年

研究与开发支出超过前 3 年的研究

与发展支出平均值的，其增加部分

给予 25% 的税收抵免（ 1986 年调至

20% ），该项抵免可以向前结转 3 年，

向后结转 1 5 年。企业向高等院校和

以研究为目的的非盈利机构捐赠的

科研新仪器、设备等，可作为慈善捐

赠支出，在计税时予以扣除。
新加坡税法规定，对带来“先进

工艺” 的外国高新技术公司投资设

厂，可享有减免盈利 3 3 % 的税收优

惠，减免期为 5 — 10 年。印度为鼓

励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自 1981 年

开始对在“自由贸易区” 生产电子出

口产品的企业取得的利润和所得，

实行连续 5 年免税的政策。同时对在

“自由贸易区” 内软件产品全部出口

的企业，外资控股的程度可达 75% —

100 % 。这些措施吸纳了大量资金，

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科技信息产业的

迅猛发展。

费用扣除

加拿大政府对企业研究开发的

经常性费用和资本性费用，允许在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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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当年作一次性扣除。同时，研发

费用的 20 % 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另

行抵免。对由本国人控股的私营公

司研发费用未超过 200 万加元的部

分，抵免率可提高至 35% ，其优惠当

年不足抵免的部分允许向前结转 3

年，向后结转 10 年。
美国对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

按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扣除。一是

资本化，即采取类似于折旧的方法

逐年扣除，扣除年限一般不短于 5

年；二是在研究开发费用发生的当

年做一次性扣除，若企业当年没有

盈利或没有应纳税所得额，则允许

减免额的该项费用扣除向前追溯 3

年，向后结转 7 年，最长可顺延 1 5

年。

投资税收抵免

美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技术

更新改造的设备投资，可按其投资

额的 10% 抵免当年应缴的所得税。
凡是企业科研发展费用超过前 3 年

平均值的，可按超过部分的 25 % 抵

免当年的应纳税额（同时规定最高

限额为法人税的 10% ）。凡购买新的

资本设备，如法定使用年限在 5 年以

上，其购入价格的 10 % 可直接抵扣

当年的应缴所得税额；如法定使用

年限为 3 年，抵免额为购入价格的

6 % ；某些购入的旧设备，也可获得

程度不同的税收抵免。对企业的研

究与发展投资，可按 20 % 的投资额

抵免当年的应缴所得税。1999 年年

底，美国通过了《研究与发展减税修

正法案》，鼓励企业加大对科技的投

入，政府将视其投入的情况给予一

定的免税额，该免税的额度取决于

企业实际的研发支出，并允许企业

在日后一定时间内逐步实现其过去

未能使用和尚未用完的免税研发额

度。
日本政府规定，企业的研发费

用可选择资本化即按照递延资产处

理，亦可选择当期全额扣除。另外，

对于符合条件的费用还可按规定直

接抵免应纳税额。如为促进基础技

术的研究，对用于基础技术研究的

折旧资产，按当年该项支出的 5% 从

应纳税额中抵免；又如为鼓励中小

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规定其

研发支出可按当年支出全额的 6% 抵

免。

加速折旧

美国早在 1954 年颁布的《财税

法》中，就规定企业可以采用双倍余

额法以及年限合计法等加速折旧的

方法。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美国政

府两次缩短了固定资产的法定使用

年限，固定资产的类别减少到 5 类，

将汽车、科研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

旧年限缩短至 3 年，机器设备缩短至

5 年，这些措施的直接效果就是使固

定资产的折旧速度进一步加快。另

外，美国政府还将加速折旧作为政

府对私人高新技术企业实行巨额补

贴的一种有效方法，以此来促进对

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目前，美国每

年的投资中，折旧提成的比重高达

60% — 90%。
日本政府规定，对属于国家重

点产业部门或行业所引进、购买的

技术设备，第一年可折旧其价值的

50% ，从利润总额中予以扣除，形成

企业内部积累；对技术先进的机器

设备和风险较大企业的主要技术设

备，实行短期特别折旧制度。此外，

对在科技开发区内投资总额超过 10

亿日元的高科技公司，其用于研究

开发活动的新固定资产，除可进行

正常折旧外，在第一年可按规定的

特别折旧率实行特别折旧。
澳大利亚税法规定，专供研究

开发活动使用的厂房和设备支出，

可每年按 50 % 的比例分 3 年予以扣

除（即 3 年可扣除成本的 150% ）。德

国税法规定，对企业购置的用于研

究与开发的固定资产除每年正常计

提折旧以外，在资产取得的当年及

以后的 4 年内，每年可追加计提 40%

的折旧额。

提取投资、科研开发

等各种类型的准备金

所谓准备金，是指为减少企业

投资风险而设立的资金准备，主要

有技术开发准备金、呆账准备金

等。企业所得中用于一定用途的所

得可作为准备金处理而不纳税。如

韩国税法规定有关行业的企业可按

收入总额的 3% （技术密集型产业为

4% ，生产资料产业为 5% ）提取技术

开发准备金，并允许在 3 年内用于技

术开发费、技术信息及培训费以及

有关技术革新投资计划资金等方

面。日本《电子计算机购置损失准备

制度》中规定，日本计算机生产厂商

可从销售额中提取 1 0 % 作为准备

金，以弥补发生的损失。印度税法规

定凡符合条件的企业，其实现利润

可扣减 20% 作为投资保证金。新加

坡税法则规定，对某些经过批准的

企业，可将应纳税所得额的 20 % 作

为科研开发准备金。

加强科技税收政

策的法制化管理

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是政府经济

政策的风向标。通过法律法规制定

科技税收优惠政策，表明一个国家

政府实行相应政策的严肃性，也在

很 大程度上增强了政策本身的刚

性，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如日本

制定了《促进基础技术研究细则》和

《 增加 试 验研究经费税 额扣除制

度》，韩国则制定了《技术开发促进

法》和《鼓励外资法》。日、韩的科

技税收政策的法制化管理，对推动

其企业和整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发挥

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天津市财税科研所

  湖北省孝感市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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