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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企业技术开发
资金投入的若干对策

——中外企业技术开发资金投入的比较研究

仲 臣

世界各国为了促进和强化企业技术开发，

在资金投入上通常采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

直接投入是指国家预算资金通过项目补贴、借

贷、风险支持、贷款担保等方式向企业转移，间

接投入是表现在各种优惠的税收政策上。在我

国目前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

过程中，对企业技术开发要坚持直接支持和间

接支持并重的战略，具体对策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考虑：

对策一：提高国家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重，调整其在三大研

究中的分配比例。

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说

明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80 年代

以来，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增加对研

究开发的投资。1989 年，日本、联邦德国、美国

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3.14%、2.83%和 2.75%；法国、英国、瑞士、荷

兰等国保持在 2.0—2.5%之间；加拿大、意大

利、比利时、韩国等国保持在 1.3—1.9%之间。

经费的绝对值是很大的。如 1990 年美国的研究

开发经费为 1 504 亿美元。并且，研究开发经费

的增长速度一般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

度。而我国研究开发经费，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

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6% ，“六五”期间提高

到 0.8%，“七五”期间又下降，1990 年仅为

0.7%，与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

比，绝对量与相对量都相差甚远。从表面上看，

我国科技投入近些年均以 10%左右的速度增

长，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呈负增长。四川

省统计报告分析，1990 年与 1985 年相比，对企

业技术开发的投入比重下降了近 35%。因此，

要真正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精神，切实提高研究开发经费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建议修正 2000 年提高到

1.35%的国家预计计划，争取在“八五”期间，提

高到 1.3—1.5% ，2000 年以前，提高到 2.0%
以上。

在发达国家，企业研究开发及其投资被视

为“关键的优先领域”，因而在国家研究开发经

费中，有一半以上最终由企业使用。如美国、德

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的研究开发经费，

工业 企业 使 用额分别占 71%、72%、63% 、

59% 、67%和 55% 。从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

究开发费用来看，企业技术开发人员的人均研

究开发费用超过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经

费。目前，日本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究开发经

费，企业为 2 500 万日元，国立试验研究机构为

1 700 万日元，大学为 1 000 万日元，企业居首

位。而我国研究开发经费，在三大研究中，长期

分配不科学，独立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研

究开发经费的使用构成中占绝大部分，其中有

五分之二以上是被各种各样的人头费、管理费

等事业性支出“吃掉”了。据发达国家经验，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分配的比例一般为

1 ：1.6 ：4.8。显然，我国研究开发经费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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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失当，开发投入严重不足。因此，应调整研究

开发经费在三大研究中的分配比例，向开发倾

斜，向企业倾斜，将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刀刃”

上。

对策二：利用财政补贴刺激和推动企业开

发国家急需优先发展的技术项

目。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非常重视通

过财政预算拨款对符合政策规定的技术项目提

供财政补贴，这对企业技术开发有明显的鼓励

和推动作用。在 60年代，日本政府制订了“重要

技术研究开发费补助金制度”。一般项目政府补

贴二分之一，环保、节能项目补贴四分之三。80

年代日本政府又规定对中小型企业有利于地方

产业发展的技术开发费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

财政补贴三分之一。1982年日本政府提供给中

小型企业的补助金达 10.7 万亿日元。为了进一

步促进企业技术开发，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委托

开发制，即由政府科技厅管辖的新技术开发事

业团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将大学或国家研究所

取得的成果，委托给有关企业进行商业化开发。

由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拨给一定的委托开发费，

由新技术所有者提供设备，开发成功后，在 5年

内分期归还委托费，但不计利息。新技术首先在

接受委托的企业内使用。如开发失败，企业只归

还设备，不归还委托开发费用。新技术开发成功

的企业投产后，要将年销售额的 2—3%交给新

技术开发事业团作为手续费，新技术开发事业

团将其中 50%留给自己，其余的 50%交给新技

术的所有者，提取的年限与专利年限一致。这种

委托开发的成功率约占 90%。联邦德国对企业

技术开发也提供一笔免税的投资补贴，1982 年

补贴金为 2.83 亿马克，1985 年为 4 亿马克，

1989 年增至 5.4 亿马克。我国目前也有类似的

补贴，即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

研究补贴费，统称科技三项费用。规定企业、事

业、高等院校等单位承担的新产品试制、中间试

验和科研项目，属于全国性的项目，所需资金由

国家预算拨款；属于地方安排的项目，所需资金

由国家分配给地方的科技三项费用和地方集中

的更新改造资金解决。但这三项费用，不仅总额

太少，而且主要是向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倾斜

的，对企业技术开发从资金上支持不大。因此，
建议将我国新产品试制费从科技三项费用中独

立出来，以上年为基数，将今后三年的额度提前

拨付给类似日本新技术开发事业团的组织作为

启动资金，滚动使用。这个组织可由经委、科委、

科协三大系统中关于新技术推广的组织联合组

成，并以经委新技术推广站为主。同时，对于完

全用于企业技术开发的、新的固定设备资产的

投资，适当给予设备购置或生产所需投资额一

定比例的补贴。补贴形式，包括贴息贷款、投资

补贴等。

对策三：要把推动企业技术开发作为金融

调节经济的一个全局性和战略性

基点，促进科技金融联动体系的

形成。

利用金融信贷手段，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

作用，是推动企业技术开发的强有力和行之有

效的手段。在 50 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制定了

“国产新技术工业化贷款制度”，对引进国外新

技术或普及新技术的企业，其所需资金由银行

优先贷款。据 1987年统计，整个日本在这方面

的贷款总额高达 110.1 万亿日元。为了刺激企

业技术开发的积极性，日本还专门成立开发银

行，为企业技术开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其利率

长期稳定在 6.5%左右。韩国更是采取“倾斜式

发展战略”，加快大企业的技术开发。早在 1968

年，仅“三星”几家大企业集团一次就得到 160

亿韩元的政府贷款，相当于当时韩国通货量的

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充分发挥我国银行在企业

技术开发中的促进作用已势在必行。首先，要改

变银行由于受科技贷款风险大、周期长等因素

的顾虑，对科技投入热情不高，科技开发贷款占

贷款总额的比重低（不足 1% ）的状况，尽快将

科技开发贷款从流动资金指标内独立出来，防

止银根吃紧对科技开发贷款额度的影响，并通

过调整信贷结构，争取“八五”末使科技贷款占

贷款总额的比重达到 20%，在总量上保证企业

技术开发的贷款需要。其次，合理确定贷款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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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结构和期限。原则上以大规模科技开发推

广为纽带，逐步实行以中长期科技贷款为先导，

以流动资金贷款为后续，把流动资金和固定资

产贷款有机结合起来；调整技术开发贷款结构，

改变以前偏于技术开发周期短的项目贷款的做

法，适当增加周期长、技术水平较高的项目贷

款；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别产品的开发特点，

调整企业技术开发贷款期限，增加 3—5 年的技

术开发贷款种类。对于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开发

的项目，即使企业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银行也

应尽力发放贷款。

对策四：积极完善以减税为主要特征的间

接鼓励政策和措施，充分发挥税

收在企业技术开发中不可替代的

作用。
由于税收以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为特

征，因而具有其他经济手段不能代替的独特作

用。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相继以法律形式制定

了鼓励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的税收制度。如日本

政府早在 60 年代就制定了“关于企业研究经费

增额的减税制度”，规定：研究经费的增加部分

超过以往最高水平时，则增加的份额可免征

20%的税金。1985年，又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小

型企业技术基础的税制”，对于中小型企业研究

开发经费，免征 6%的税金。美国的税收政策也

非常重视企业技术开发工作，通过改变所得税

率、减税和免税等措施为企业技术开发提供各

种津贴和优惠。如“1981 年经济复兴税收法”规

定：凡当年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超过前三年的平

均值，其增加部分的 25%实行税收减免。一些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缩小与竞争对手在技

术领域中的差距，也大幅度增加技术开发费用。

比如，韩国于 1972 年颁布了“技术开发促进

法”、“特别消费税法”等，允许企业建立自己的

技术开发储备基金，规定企业可在两年内任选

一年，从该年的利润中扣除 20%或销售额的

1%免缴税金，用作技术开发费用。如果两年内

技术开发储备金未能使用，企业必须如数补缴

税款并追加一定数额的罚款。由于这一奖惩分

明的措施的实施，韩国所有产业的技术开发经

费占销售额的比重从 1976 年的 0.39%增加到

1988年的 1.45%。最近，韩国《经济日报》组织

了 20 家大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 1991 年技术

开发费达 4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 25%，约占

销售额的 2.1%。预计 1992年将增加 28%，支

出总额达到 57%亿美元。因此，我们要灵活运

用税收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开发活动。对于新产

品免税期要根据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区别对

待，并按照技术先进程度和经济效益大小，合理

确定。对老产品则要逐年提高其税率，不断抑制

其利润水平。对已列入限制、淘汰的产品，特别

是“三废”严重并治理不力的，可实行高税或特

别税。对企业按规定提取技术开发费的，可将其

中一定比例在其所得税中扣除，或是视同上缴。

对企业超过规定 20%以上提取技术开发费的，

可减征 5%所得税；对达不到规定提取数的，可

加征 5%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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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自救
  为国 分忧

李耀中  苟 宴

农业生产受自然的制约性，在现有的生产

力条件下还无法根本摆脱。在当前国家财政困

难的情况下，如何搞好农村的保险事业，减轻农

民的经济损失，为国分忧，是各地面临的一个普

遍性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宁夏青铜峡市在这方

面进行了大胆尝试，走出了一条农村救灾保险

的新路子。

青铜峡市位于宁夏河套灌区中西部，这里

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农业生产的历史悠久，是

宁夏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长期以来，这一地

区由于遭受冰雹、洪水、旱灾、沙暴、霜冻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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