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

财政政策

张拥军

自 1 9 9 1 年以来，在邓小平同志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战略思想指

导下，河北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

1992年到 1997年底，共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 1060家，组建、培育了一批高新技

术企业（集团）和产品。改造、升级了

一批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围绕产

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优势行业、骨干

企业和名优产品进行重点技术改造，有

力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到 1996年底，

30% 的大中型企业采用高新技术，对生

产装备、工艺流程进行嫁接改造，节能

降耗效果显著，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

力。截至 1997 年底，河北省相继建成

两个国家级和 16 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总规划面积153.88平方公里，累

计完成固定投资总额93.7亿元。高新区

内企业总数达到 4712个，1997年实现

工贸总收入 155亿元。

经过发展， 河北省高新技术产业

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初步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但同国际和国内先进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

存在的突出问题有：

1、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还没有

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科研机构和人员过多游离于企业之

外，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不健全；技术

引进和消化吸收相脱节；科技向生产

力转化率低， 高技术科研成果商品

化、产业化程度低，科研投入经济效

益不高。据统计，河北省高新技术产

业化综合指标在全国排第 20 位，和发

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就更大了；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30% 左

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60% --80% 的

程 度。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较为

薄弱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实力虽有所

提高，高新技术企业具有了一定的基

础，但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企业

技术装备水平不高，技术创新能力较

弱， 存在 “比重小、 规模小”的突

出问题。据统计，1997 年河北省高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不到

8%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 3 个百分

点。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

出口额比重不到 3%，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3-4个百分点。河北省 1060家高新

技术企业没有一家高新企业位列在

1996 年国家公布的全国高新技术企业

100 强中。

3、 科技投入存在问题较多

（ 1 ） 科技投入不足。河北省

1996 年财政科技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 0.13%，低于全国0.51% 的水

平，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仅为 1.49%，低于 1.85% 的全国平均水

平，居全国 2 0 位以后。

（2）财政资金的投入效益有待提

高。河北省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片面依

赖国家财政拨款， 有限的财政资金没

有起到财政投资的 “杠杆”作用和对

全社会高科技投资的带动作用，另

外，财政投资重投入轻使用的现象严

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益。

（3）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科技投

入的主体，多渠道、多层次、多元

化的科技投入机制尚未形成。1996 年

河北省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开发方面的

费用仅占销售收入的 1.2%，中小型企

业缺乏科技开发的意识和积极性。

（4 ）资金管理体制落后造成资

金分散，部门之间重复立项的现象依

然严重；资金投入机制不健全，缺乏

制度制约、法律保护和有关部门的监

督。

（5 ）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科

技三项费用的应用重点应该是支持传统

产业的技术进步，新产品的开发和高新

技术产业化，而河北省“八五”期间累

计安排的 2.4亿元中，用于上述经费的

只有5650万元，只占总数的23.44%。河

北省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连年欠

债，对科技成果的熟化能力十分薄弱，

工业性试验作为熟化科技成果的重要环

节，多年来一直未能得到重视。省重点

工业性试验计划每年仅有130万元的财

政投入，仅占省级科技三费的 1.6%。这

点有限的经费很难引导企业、研究院所

熟化大量的科技成果，为高新技术产业

化提供足够的成果储备。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的资金分配比例不合理。世界各国用

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重一般最小，

用于应用研究的经费所占比重居中，

用于开发研究经费所占比重最大。而

河北省 1997年基础研究经费占事业费

的比重为 38.75%，而技术开发研究经

费所占比重为 12.78%。

合理的财政政策的选择是促进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综合分析河北

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研究制

定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财

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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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种花卉、建筑老板投资设施农业等

等，一时间在栾城传为美谈，被农民形

象地称为“开着桑塔纳种地”。

群众有了心气儿，什么奇迹都能创

造出来。栾城去年最后一次播种草皮

时，时令已近小雪。草籽入土后，为了

提高地温，家家户户买来塑料、竹竿，甚

至拿来麻袋、棉被，为小草撑起暖棚。就

这样，短短几个月时间，栾城种草业便

形成“燎原”之势，从百亩试验田发展

到1
.
3万亩的大面积种植，从栾城镇两

个村发展到临近5个乡镇30多个村，从

单纯的公共绿地草皮发展到家庭、单

位、高尔夫球场、足球场专用草皮齐

头并进。同时，还开始研究开发礼品

草、 彩色草、壁挂草、折叠草、荧

光草和无土栽培草等等……昔日的种粮

大县，一跃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草业

生产基地。同时，草产业的形成，也

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机械、 劳

务、运输等行业也如同雪球般越滚越

大 。

记者到栾城县春源草业公司采访

时，看到职工们正忙着起草、打卷装车。

公司里一片繁忙，咨询电话一个接着一

个，前来考察和洽谈生意的客户一拨接

着一拨。公司领导介绍，刚与湖北孝感

市天适艺术公司签订了 8100平方米的

草皮供销合同，接着又与承德市园林处

洽谈了6万平方米的供草意向。记者随

手翻开近几日的销售日志看到 省中医

院400平方米，曲阳县700平方米，军

械工程学院2000平方米，省军区定购 1

万平方米已供 500平方米，省武警总队

2000平方米……签订的合同意向书也是

一厚沓。得益于市场的青睐，栾城草皮

业迅速发展 得益于政府在政策、信息、

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众多的草农尝到了

种草的甜头。小草真正成了栾城农民

的 “摇 钱树 ”。

1 、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在深

入贯彻国家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同时，要重点研究制

定适合河北省情况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税收政策，减免新建高新技术企

业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免高新技术企

业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对高新

技术企业试行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其税

负，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对科研院所的高新技术成果转让、高新

技术产品生产经营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

等等。

2 、增加财政的科技投入。河北

省用于科技三项费和科学事业费的增长

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

度，并逐年提高财政科技事业费占财

政正常开支的比重。相应提高财政科

研开发投资占 G D P的比例，并逐年增

加，使其内部比例逐步向高新技术产

业的中试环节和企业的 R & D 机构转

移。根据需要每年从财政基本建设拨

款中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重点科

技项目建设。财政继续安排资金支持

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支持新产品开

发、新技术推广、 产学研联合开发项

目和技术中心建设、用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等。省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

资金，并吸收部分社会资金，共同组

成高新技术创业投资资金，主要用于

对投入高、风险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化

项目的股权投资、贷款贴息、 投资担

保等。财政安排适当资金用于学术学

科带头人、 科技开发拔尖人才、基础

科学和应用技术专业中青年高层次人才

的培养引进，并设立高科技人才开发

专项资金， 鼓励高科技人才的科学研

究工作。

3 、 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管理体

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针对

河北省财政科技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财政科技三项费用应加强科技成

果转化的中间环节，强化工业性试

验，熟化科技成果。调整高新技术产

业科研、 中试和批量生产的投资比

重，加强中试环节，增加 R & D 经费。

调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的资金分配比例。减少用于基础研究

的经费支出，适当增加用于应用研究

的经费支出，重点增加开发研究经费

的资金分配。例如 增加国内外高科技

项目和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对制

约工农业产品质量的关键技术开发、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推广、重大专利项

目实施、重点实验室建设等的投入。要

逐步解决资金使用分散、低水平重复

建设问题，对分散在各部门的财政科

技投入资金，按照“集中资金、重点投

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原则，由

有关部门统筹安排。省财政厅对资金

使用安排及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督管

理。根据公共财政理论，财政科技投入

重点用于存在“市场失灵”的高新技术

领域，对企业和市场起作用的地方政

府财政要逐步退出。

4、培育和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市

场。省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设立

政府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并联合社会

力量，积极发展风险投资行业，尽快

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市场。

5、制定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财务

管理办法，引导企业成为科技开发投

入的主体。尽管财政是科技投入的主

体，但让财政包揽所有科技投入是不

切合实际的。要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

入体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引

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逐步成为科技

投入的主体。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加速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对供高新技

术产品研究开发、 实验或质检用的仪

器设备，以及节省或替代能源的机器

设备可采用加速折旧的办法。企业据

实列支的技术开发费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1% 的部分，对企业考核时可以视同利

润。企业提取的开发费必须用于新产

品 （新技术）开发应用、 购买科技

成果及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实现

国产化等方面，不得擅自挪作它用。
（作者单位： 河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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