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用R&D税收激励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已成为世界

各国推动技术进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共举。在我国全面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完善R&D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被认为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这一政策

实施情况的评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R&D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是我国现行R&D税收激励政策中普适性最强、

关注度最高的核心政策之一，始于 1996年，自 2008年《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在全国推广实施，

政策在调动企业增加R&D投入的积极性、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本文以R&D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为切入点，展开了对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情况的评估

研究，以期提高政策的落实程度和激励效应。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R&D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会计处

理、政策实施现状及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

发现R&D税收激励政策落实中存在“政策门槛较高、优惠力

度不够、激励作用受限、政策知晓度低”等问题，并提出了改

进的方向和建议，奠定了实证分析的基础，为政策的完善提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在实证研究方面，Dagenais（1997）、Guel⁃

lec（2003）等认为，R&D税收激励政策能有效增加研发投入。

Hall和Van Reenen（2000）认为，税收激励政策在减少R&D

边际成本的同时，不会带来R&D支出的“挤出效应”，从而能

有效地激励企业开展R&D活动。国内学者对此也做了重要

探索。蒋建军等（2007）、李伟铭等（2007）、范柏乃等（2008）分

别采用价格弹性法、结构方程模型、SD模型等对R&D税收

激励政策的效应、效果及其对R&D投入、成果产出的影响等

进行了研究。在具体政策实施情况的实证分析方法的选择

上，有学者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张

玉臣、王兆欢，2015）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赵彤等，2011）的

实施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的研究者（王一舒，2013）

采用了调研和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麻省理工学院学者

Pierre Azoulay（2012）认为，随机控制试验是一种有效评估创

新政策实施情况的新方法。

综上所述，现有实证研究多聚焦于R&D税收激励政策

效应或效果的宏观分析，在具体政策的微观、量化研究上，多

选择调查评估的方法，侧重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

评估分析，对R&D费用加计扣除等其他R&D税收激励政策

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的研究较少。评估主体选取不同评估方法

得到的评估效果或多或少会有所差别。由于我国R&D税收

激励政策实施情况的统计工作起步较晚，监测数据不完全，

导致实证研究具有局限性。针对这种“小样本、贫信息”的信

息不完全系统，邓聚龙教授创立了灰色系统理论。本文在考

虑企业规模对政策实施影响的基础上，以甘肃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对企业享受R&D

【摘要】本文以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基础，借助灰色理论对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分析与预

测，得出如下结论：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存在不均衡现象，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的多少与企业规模大小成正比；规模大

小、R&D资金投入和R&D人员投入是影响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的重要因素；不同规模工业企业在R&D投入以及技术创新

方式选择上有不同的偏好；2014 ~ 2020年，大型企业享受的R&D税收减免额在波动中快速上升，中小型企业享受的R&D

税收减免额较小且增幅不大，政策享受的“两极分化”问题将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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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内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构建灰色

GM（1，1）模型预测企业享受该政策的趋势，以期为政策评估

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二、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现状评估分析

根据张玉臣等（2015）的研究，可采用区位熵表征不同规

模工业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的情况。税收减免区位熵（Q值）=

某种类型工业企业税收减免额/企业税收减免总额/（某种类

型企业数量/企业总数量）。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的整体水平等

于 1，大于 1、小于 1分别表示高于、低于整体水平。利用区位

熵的定理计算出不同规模工业企业享受税收减免额的Q值，

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大型企业Q值最高，处于17.97 ~ 42.96的范

围，远高于整体水平，实际上大型企业数占全部工业企业数

的比例不到5%，但其享受到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最多。可

见，大型工业企业在争取税收减免的企业中处于比较优势地

位。中型企业的Q值从2.88降低至0.53，享受的R&D税收减免

额处于降低状态，表明中型工业企业的比较优势呈弱化态势。

小型工业企业数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80%左右，Q值在0.1及

以下，说明小型工业企业享受的R&D税收优惠要远低于整

体水平，它们在争取R&D税收优惠时处于比较劣势地位。总

之，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存在不均衡现象，占

工业企业总数约八成的小型企业，实际享受的税收减免份额

最小。企业享受加计扣除额的多少与企业规模大小成正比。

叶林等（2014）研究得出，企业规模是影响技术创新行为

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观点，通过区位熵分析发现，企业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情况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企业规

模差异导致了企业自身的战略和技术创新决策的差异，不可

避免地反映到企业在享受R&D税收激励政策的行为上。

三、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的内部关联因素

1. 研究方法。邓聚龙（1990）认为，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灰

色关联度来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主要步骤为：①建立

灰色关联集，并对原始数据作预处理。母序列为X（0）（t）=｛x（0）

（1），x（0）（2），…，x（0）（n）｝，子序列为 X（i）（t）=｛x（i）（1），x（i）

（2），…，x（i）（n）｝，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为：X（0）'（t），X（i）'（t）。

②计算各时刻的绝对差△（k）=|X（0）'（t）-X（i）'（t）|，进而计算出

最大绝对差△max=maximaxk|X（0）'（t）-X（i）'（t）|与最小绝对差

△min=minimink|X（0）'（t）-X（i）'（t）|。③计算关联系数ξi（k）=

（△min+△max）/（△i（k）+ρ△max），其中ρ为分辨系数，取ρ=
0.5。④计算子序列X（i）（t）对母序列X（0）（t）的关联度 r0，i=

1
N∑

K=1

N ξi（K）。

2. 数据说明。为找到影响企业享受R&D税收激励政策

的内部因素，从企业R&D资金和人力等内部投入指标着手

考察。选取R&D投入X1、新产品开发投入X2、引进技术消化

吸收投入X3、技术改造投入X4、项目投入X5和R&D人员投

入X6六个指标为子序列。以企业享受的R&D税收减免额X0

为母序列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

应统计指标为基础，数据来源于 2010 ~ 2014年《甘肃省科技

统计年鉴》。

3. 灰色关联分析。运用DPS软件分别计算出甘肃省规模

以上大型、中型和小型工业企业六个R&D投入指标与税收

减免额之间的灰色综合关联度（r1 ~ r6），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不同规模工业企业中，大型工业企业的灰

色关联度最大，六个因素的平均关联度为 0.71。大型工业企

业从事R&D活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较为充足，财务制度更

为健全，往往设有专门的科研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对R&D

税收激励政策的敏感度和知晓度更高，因而能更好地享受到

R&D税收激励政策。其中以R&D投入 r1和技术改造投入 r4
与R&D税收减免额的关联度最大，关联系数均为0.81，说明

大型工业企业注重内部R&D活动的投入，通过进化性的技

术创新方式不断地推动技术升级，形成新产品。

小型工业企业的平均关联系数为0.69。小型工业企业新

产品开发投入 r2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投入 r3与R&D税收减

免额的关联度最大，为 0.75。说明小型企业偏好激进的产品

创新方式，通过消化吸收产业核心技术创造具有替代性的新

产品，以提高工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于小型工业企业而言，

R&D人员投入对于企业申请R&D税收激励政策时的作用

不容小觑，R&D人员投入与R&D税收减免额的关联度为

0.73。小型企业在技术改造上的投入与R&D税收减免的灰色

关联度较小，为0.52。

中型工业企业享受R&D税收激励政策的情况不佳，平

均关联系数为 0.56。说明中型工业企业在享受R&D税收优

表 1 2009 ~ 2013年甘肃省不同规模企业占比和Q值

指标

企业
数量
占比

企业
Q值

企业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2009年

1.46%

12.70%

85.84%

42.96

2.88

0.01

2010年

1.65%

13.95%

84.40%

40.13

1.82

0.1

2011年

4.53%

21.18%

74.29%

17.97

0.78

0.03

2012年

3.46%

16.08%

80.46%

25.93

0.5

0.03

2013年

3.18%

12.87%

83.95%

28.04

0.53

0.05

表 2 不同规模工业企业享受R&D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的综合灰色关联度

关联度

r1
r2
r3
r4
r5
r6

均值

大型企业

0.81

0.75

0.46

0.81

0.78

0.66

0.71

中型企业

0.54

0.48

0.66

0.60

0.44

0.63

0.56

小型企业

0.72

0.75

0.75

0.52

0.71

0.73

0.69

均值

0.69

0.66

0.62

0.64

0.64

0.67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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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时遭遇较多约束因素，尤其是在新产品开发和项目投入上

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瓶颈。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投入 r3 与

R&D税收减免额的关联度相对较大，为 0.66。由于中型工业

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等方面相对匮乏，但

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外源技术存在依赖，更倾向通

过模仿性的工艺改良或技术再创新方式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企业不同投入指标与加计扣除额的平均关联度均大于

0.6，说明这六个因素都是影响工业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的重要

因素，其中，以R&D投入和R&D人员投入的关联度略大，分

别为0.69和0.67，说明它们是最为关键的两个影响因素。

四、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趋势预测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GM（1，1）模型是单序列的一阶

线性动态微分方程，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灰色序列生成而建

立数学模型，该模型可根据已知部分信息进行建模并预测。

因而，本文选择GM（1，1）模型对R&D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

施情况进行预测研究。下面以甘肃省规模以上大型、中型和

小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甘肃省科技统计年鉴》中的

统计数据，以 2009 ~ 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享受R&D税

收减免额为原始数据序列，对 2014 ~ 2020年R&D税收减免

额进行预测研究。

2. 灰色GM（1，1）模型。GM（1，1）建模过程如下：①对原

始数据列作 1-AGO，得到X（0）的一次累加生成序列X（1）=

｛X（1）（1），X（1）（2），…，X（1）（n）｝；②分别对X（0）、X（1）作准光

滑检验、准指数规律检验；③求出X（1）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

Z（1）=｛Z（1）（1），Z（1）（2），…，Z（1）（n）｝；④对GM（1，1）模型

X（0）（k）+aZ（1）（k）=b的参数进行最小二乘法估算，其中 a和

b分别为发展系数和灰色作用量，a=（a，b）T=（BTB）-1·BT·Yn，

求出 a、b 的值，式中：B=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
，

Yn=［x（0）（2），x（0）（3），…，x（0）（n）］；⑤求得白化方程dX（1）/dt+

aX（1）以及时间响应函数X（1）（k）=（X（0）（1）-b/a）e-a（k-1）+

b/a；⑥采用新陈代谢的方式进行数据预测；⑦模型检验，求

出原始数据方差 S2
1与残差方差 S2

2的均方差比值C和小误

差概率P，按照判断准则对分析结果做出判断。

3. 企业享受R&D税收激励政策情况的预测。按照灰色

GM（1，1）模型的计算步骤，对甘肃省规模以上大、中、小型工

业企业的R&D费用加计扣除额进行预测。大型工业企业的

估计系数为 a、b，其中，a=-0.4249，b=1078.8504，可得GM（1，

1）模型的时间响应函数为 X（k + 1）=7231.0273e0.4249k-

2538.8273，后验差比值 C=S1/S2∶0.1284，小误差概率 P=

1.0000，P 大于 0.95，C 小于 0.35，得到预测精度等级为“很

好”，模型等级为一级（优），因此该模型可进行外推预测。依

据此模型对2014 ~ 2020年大型工业企业享受的R&D税收减

免额进行预测，结果见表3。同理得到其余两个观察对象的预

测值，详见表4，预测的平均误差小于10%。

3. 结果与讨论。从图 1可看出，甘肃省工业企业实际享

受R&D税收减免额与模拟值非常接近，线型比较吻合。综合

性质

加
计
扣
除
额

大型
企业

中型
企业

小型
企业*

预测模型

X（k+1）=7231.0273e0.4249k

-2538.8273

X（k+1）=-16193.4363e-0.0788k

+18922.3363

X（k+1）=-490.8912e-0.1679k

+554.2102

C值

0.1284

0.2029

0.1736

精度等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年份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原始值
X（0）（k）

4692.20

3104.00

6325.00

9398.20

13701.40

第一次
累加值
X（1）（k）

4692.20

7796.20

14121.20

23519.4

37220.80

模型值
X（k）

4692.20

3228.82

5856.18

8957.03

13699.77

相对
残差
e（k）

-

-124.82

468.82

441.17

1.63

相对
误差
%

-

-4.02

7.41

4.69

0.01

表 3 大型工业企业享受R&D税收激励政策
的综合灰色预测分析

表 4 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享受
R&D税收激励政策的综合灰色预测分析

注：*表示在对二次残差序列进行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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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甘肃省不同规模工业企业享受R&D税收优惠的原始值和模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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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的预测结果，判定灰色GM（1，1）模型能够

用来解决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情况的预测问题，说明灰

色GM（1，1）模型在政策实施情况预测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灰色GM（1，1）模型在考虑宏观政策环境变化规律的情

况下，对 2014 ~ 2020年甘肃省工业企业享受R&D税收减免

情况进行了预测分析（详见图2）。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14 ~ 2020年，甘肃省规模以上大

型工业企业享受R&D税收激励政策的情况整体呈良好态

势，R&D税收减免额在波动中快速增长，而中型、小型工业

企业的R&D税收减免额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速度较

缓。这表明研发基础条件较好的大型工业企业享受的税收减

免越来越多，研发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小型工业企业享受的税

收减免反而很少。如果政策得不到及时调整和完善，那么政

策实施中的“马太效应”将会进一步加剧，造成受惠企业间的

“两极分化”，这就会严重偏离实施税收激励政策的初衷。

结合Q值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甘肃省中小型

工业企业实际享受的R&D税收优惠，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

均没有达到政策允许程度。这也暗示出，甘肃省中小型工业

企业在争取R&D税收优惠上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因此，下

一阶段，应强化中小型工业企业的政策培训和政策服务，增

强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敏感度，增加R&D税收激励政策的便

利性，使更多企业得到R&D税收优惠。

五、结论及建议

1. 主要结论。本文选取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以R&D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情况为例，对R&D税收激励

政策进行了探讨，得到以下结论：①不同规模工业企业享受

的税收减免额存在不均衡的现象。企业规模越大，享受税收

减免的比例越高，而作为近年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支持

重点的小型企业实际享受的税收减免相对较少。在不同规模

企业中，大型工业企业处于税收减免的比较优势地位，中型

工业企业税收减免优势呈弱化态势，小型工业企业处于比较

劣势地位。②在企业的各内部因素中，R&D 资金投入和

R&D人员投入是影响工业企业享受R&D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的两个关键因素。此外，企业规模也是影响企业享受税收

减免的重要因素。③不同规模工业企业在R&D投入以及技

术创新方式选择上有不同的偏好。大型工业企业偏好进化性

技术创新方式，中型工业企业侧重模仿性技术创新方式，小

型工业企业偏好激进的产品创新方式。④2014 ~ 2020年，大

型工业企业享受的加计扣除额在波动中快速增长，中小型工

业企业享受的加计扣除额较少且增速缓慢，政策需进一步加

以调整和完善。

2. 政策建议。下一阶段政府部门应重点考虑从这四个环

节加强R&D税收激励政策的落实：首先，重视政策设计环

节。政策制定者应加强对企业的政策需求分析，并结合企业

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需求侧减税政策，特别是对中小型

企业实施“精准减税”，扩大和细化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范围，提高政策的普适性和单个企业的受益度，给企业让渡

更多创新的利益和空间。其次，健全政策监督环节。为推动促

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的落实，应继续健全R&D

税收激励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机制，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作

用，用好政策评估工具，充分发挥评估的激励导向、跟踪问效

和纠偏改进的功能，推动创新政策的落实。再次，畅通政策执

行环节。进一步完善实施R&D税收激励政策的联合推进机

制，强化部门间的政策沟通和协调，简化政策申报的环节和

流程，进一步完善事后备案管理制度，将改革的红利释放给

真正创业创新之人。最后，强化政策宣传环节。大力发展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借助政策服务团队、机构、平台的作用，加强

政策的解读、培训和辅导等，提高中小型企业在享受R&D税

收激励政策中的相对地位，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政

策，从而解决部分中小型企业不懂政策、不会用政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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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甘肃省不同规模工业企业享受R&D税收优惠

的趋势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