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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的典型税法问题研究

——以辽宁省数字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王淼 *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  ：   我国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很多，包括财政补贴、研发加计扣除、技术入股以及成果转化得税收优惠。经过访

谈调研辽宁省优质数字科技行高新技术企业，发现企业在运用上述税法政策过程中均存在问题。本文客观呈现访谈内

容，总结典型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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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government gives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tax incentives to such enterprises, which are typically the 

addition and deduction of R&D expenses.The tax law of technology sharehol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 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also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Liaoning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e existe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typical tax law 

problems through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of high-tech companies engaged i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ypical tax law problems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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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数字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调研的过程

2024年6月份，笔者协同两名研究生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

法问题这一研究主题，对辽宁省优秀拟上市的数字科技型 [1]高新

技术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市某数字科技高新技术 A公司”）

做了实地调研。被调研对象是税务主管和行政经理，回答访谈问

题，保证调研过程真实，问题回答客观（见下表）。

序号 问题 回答

1 企业是否结合经营特点设立税务岗位？

是； 财 务 部 门 共13人，

分工明确， 日常税务专

岗。

2 企业近几年的税务合规情况如何？

否；坚持合规经营，依规

报税缴税，未受到过任何

税务处罚或风险警示。

3
企业是否聘请过外部中介机构进行税务

风险评估或咨询？

是；企业每年都会聘请，

通过第三方咨询完善企业

内控，确保企业长期稳健

发展。

4
企业是否针对税务岗位人员进行经常性

的税法培训？

是；企业定期邀请税务师

事务所专业人员做培训，

并答疑解惑。

序号 问题 回答

5
针对某些业务的涉税问题，财务部门是

否会同业务部门进行信息沟通与协调？

是；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

是双向沟通机制，业务部

门如果出现财务或税务问

题，会主动向财务部门沟

通以寻求帮助。

6
企业主要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及获取最新

税收优惠政策？
财税官网。

7
企业是否申请并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

是的，申请并享受到了该

政策。

8
享受到的该项税收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

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

促进了，尽量争取形成研

发成果。

9 研发成效显著提高吗？
没有显著提高，无形资产

认定条件苛刻。

10 是否申请并享受了15%的低税率？ 是的。

11 在申请该项税收优惠存在哪些阻碍？ 几乎没有什么阻碍。

12 收到补贴款直接作不征税收入吗？
是的。多数企业都这样做

啊。

13 行业内存在“假高新”吗？
有，高新技术申报有专门

的造假中介。

14

辽宁省的高新技术税收优惠的财政浪

费、分配不公平的现象，能有多少占

比？

企业未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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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问题 回答

15

形成专利与未形成专利的无形资产，对

企业的税收优惠有什么影响？这里面是

否有税务风险？

财政补贴可能被收回；已

经花的补贴费用可能被收

回。

16 研发费用与一般费用是否分开核算？ 不分开核算。

17 研发费用使用受到监管吗？ 过程没有监督，看结果。

18 本行业技术入股的研发骨干多吗？
有， 但多数人不重视这

个。

19
研发成功，员工喜欢现金奖励还是福分

奖励？
现金奖励。

二、调研发现的典型税法问题

本次调研前经过认真查阅文献，涉及实调问题，以点带面，

获取辽宁省内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的普遍典型税法问题。调研发现

如下典型税法问题：

首先，高新技术企业对补贴径直做免税收入，[2]缺乏比较思

维。未将补贴与研发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做关联性对比。

其次，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 [3]仅针对形成无形资产

后的摊销作加计扣除，浪费了研发过程中税法的正向激励。对研

发费用与一般费用不加区分。

再次，技术入股利用率低，此环节的税收优惠基本浪费。

最后， 科技成果转化， 多数员工选择现金奖励而非股份

奖励。

三、解决数字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典型税法问题的对

策建议

（一）政府补贴与研发加计扣除需要做比较分析方能得出科

学决策

基本政策逻辑是：补贴作征税收入，[4]对应的研发费用可以

加计扣除；[5]补贴作不征税说如，对应的研发费用不允许扣除。

下文举例说明。假设沈阳市某数字科技高新技术 A公司，收到

沈阳市政府1000万元补贴款，不同决策，税收优惠的正向激励

作用不同。（1） 征税收入税负：1000*15%=150（万元）。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 [6]1000*175%=1750（万元）（2022年以前）；

1000*200%=2000（万元）（2022.10.1-12.31）。（2）做不征税

收入税负：收入0，扣除0。相比而言，不征税收入比征税收入损

失了至少1600万元。（1750-150=1600（万元）），企业浪费了

研发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成本费用管理不科学。[7]

（二）技术入股税法问题的对策建议

经过实际调研，沈阳市某数字科技高新技术 A公司在技术入股

环节，缺乏对税法基本规定以及税收政策的准确理解，实操能力不

强。本次被调研对象仅是一个缩影，经过之后对辽宁省大连市高新

开发区的问卷调查，以及对辽宁省鞍山市辅导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申

请以及过程辅导的专业单位发出公函调研，得到的反馈亦是类同。

这充分反映沈阳市乃至辽宁省的高新技术企业对研发的技术专利，

在以技术入股环节，存在税法知识的欠缺与决策考量。

税法鼓励个人采用技术投资入股，[8]其不缴纳增值税，且享受

递延缴纳个税所得税的优惠。应纳税种少，税负轻。高新技术企

业至少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附加税等。[9]显而易见，

针对技术投资入股，税法和税收政策给予投资者个人的正向激励

目的很优厚，几乎仅仅涉及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的缴纳，并且

在理论上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同时，还允许递延缴纳。这就极

大节省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占用，纳税压力，以技术入股的个人

投资者获得了投资年份的货币时间价值，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

险。[10]如此分析，技术投资入股的税收优惠是非常利好的。但

可惜的是，投资者个人却很少用。一是因为对政策的不熟悉；二

是企业不重视，多数情况下也不愿意吸纳技术投资入股，企业更

愿意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留住人才，而股东层面，不见得真的希

望有技术人员作为有投票权的股东。[11]在采访访谈过程中，企业

的行政管理人员也表示对技术评估价值的担忧。这也是一个非常

现实的问题，目前对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确实不见得准

确。尤其是个人针对技术的市场评估价值，在企业眼里被评估技

术可能价值1万元，但是个人在市场上通过专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针对该项技术的评估价值可以高达100万元。那么，企业就会非

常担忧，个人以技术投资入股，未来能否为企业真正创造高于100

万元的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这直接涉及整个企业的市场价值。

因此，针对个人以技术投资入股，企业的态度是谨慎的。[12]

换另一个角度来说，实务中，个人申请技术价值评估相对非

常容易。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找到一家评估机构要求出具一项针

对“技术”的价值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出于多种因素，不愿意配

合。就全世界而言，针对无形资产的价值确定，本身就是一个世

界级的难题。因为无形资产很难如同有形资产一样，在市场上找

到一个参照价值。因此，目前的评估方法仍然偏重于不动产价值

评估等有形资产的评估方法。[13]

个人以技术投资入股的税收征管程序比较简单，采取的是按

照法定流程备案，留存备查即可。税务机关并不负有针对技术价

值的实质审查责任。那么，反向思考，该程序的结果必然是风险

由纳税人自担。

针对个人以技术投资入股的问题，笔者建议，高新技术企

业，尤其是大数据时代，AI智能研发的技术骨干，完全可以通

过技术入股的方式，由员工身份转变为股东身份，对企业的决策

享有投票权，这不仅是对自身专业价值的负责，也是对高新技术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负责。[14]从长远目标来说，是对我国的科技进

步的一种责任感的体现。至于税法问题，投资者和企业都需要关

注的主要实体税种便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合法合规管理好这两个

税种便可以基本把控税收风险。增值税立法进程在稳步推进，目

前，沈阳市还是依据财税【2016】36号这个层级的税收文件。

研发人员将专利作为技术入股，相当于该专利所有权转让，

受让方是高新技术企业， 转让对价便是企业股权。根据财税

【2016】36号文，该技术转让投资入股的法律行为，增值税是免税

的。所得税也有优惠，但不是免税，而是递延纳税，法律依据为

财税【2016】101号文。

（三）研发成果转化之税法问题的对策建议

研发成果转化，从税法角度考虑就是现金和股份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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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在于：（1）现金奖励是50%计税，税种是个人所得税，税目

是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2）股份奖励。[]如果公司前景

很好，一些研发人员会选择放弃现金奖励而取得原始股份！根据

税收政策文件，不需要缴纳交个人所得税。[15]一旦公司上市，个

人股东分红也是有差别化待遇的，持股12个月以上便可以免交个

人所得税。

问题是：实际上，沈阳市能真正研发出科技成果的，还是在

高新技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从事真正研究的工作人员，也就

是归根结底是一种职务行为。而科研单位的性质一般是事业单

位，与上市套现的股份公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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