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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年以来，中国河北省逐渐形成科技领军企业“顶

天立地”、高新技术企业“中流砥柱”、科技型中小企业“铺

天盖地”的发展格局。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达 8.3万家，

较之前增长 2.8万家，年均增长 1万家。河北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占全省企业总数的 0.4%，却贡献了全省 15.3%的企业

所得税；由此可见这些企业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

都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它们不仅提供了大部分的

就业岗位，还为河北省的省内生产总值贡献了实实在在的

力量。河北省经济持续增长，科技型中小企业功不可没。

但河北省现行财政税收政策在某些方面也是困扰和影响中

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问题所在。论文通过研究河北省

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指出现行财税政策弊端，

并在此基础上再对政策进行优化研究，使财税政策对这些

中小型企业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同时使政府与科技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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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河北省重要的经济支柱，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对于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经营发展与中国政府出台的财政与税收政策息息相关，企业的经营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帮助，而政府对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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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达到双赢局面。

现状

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河北

省内有些企业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有许多的问题急需解决，

但是当前遇到的问题光凭借企业自身是不太容易解决的。这

时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优惠制度就会成为打破这些问题枷锁

的钥匙，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进入到下一阶段高速发展

的时期。为了突破目前的瓶颈期，国家或河北省政府已经采

取一系列财税政策进行调整，来帮助河北省中小型企业渡过

当前难关。

首先，在税收方面，作为最常见的税收——增值税，

其改革对企业的运营有较大的影响，从 2019年开始中小微

型企业增值税率从 16%降为 13%，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和

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购销业务展开时，由

于购销业务均以含税价格计价，但较原税率计算的税额减

少，企业的收入相应增加，增值税产生在销售环节与生产环

节，这让企业大大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而能够支付更具竞

争力的薪资，进而留住人才，提高研发水平，提升核心竞争

力，为保住技术优势，不断研发新产品提供了坚实保障。

其次，在财政方面，国务院表示中小企业是中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保持国

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

重大战略任务，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逐步扩大中央财政

预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扩大就业以及

改善对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地方财政也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但是在财税政策加持下，河北省中小企业发展还或多

或少地存在问题，如存在财税政策实施缺乏针对性、优惠形

式单一、扶持资金占比小、研发投入比例低、缺少统筹规划

等问题。企业的创新研发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如果一个企业没

有雄厚的财力是很难进行技术创新的，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恰

恰不具备这一点，这就会导致企业出现以上诸多问题。目前

中国的财税政策也在积极改进当中，寻找完美的解决措施。

在财政方面对部分企业进行补贴，缓解这些企业的经济压

力，使这些企业可以有相对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创新研发中，

在税收方面，提出优惠的税收政策来缓解企业的经济压力。

但这些政策仍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实际过程中，中小型企

业在科技创新时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与情况，还需要进行一定

的改进与优化。

河北省现存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以

直接优惠为主，以间接优惠为辅。直接优惠的具体形式是对

企业的经营结果进行税收的减免，是直接体现在企业经营的

利润之上的；而间接优惠则是在企业研发的过程中，针对其

产品的研发、创新、生产的过程中对其成本进行部分补贴，

从而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 [1]。在引导企业的自主创新上，很

明显间接优惠具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大部分间接优惠政策具

有时效性，而企业的自主创新是一个耗时较长的过程，在研

发中会有大量的投入，而由于优惠政策的实效性就使得创新

的成本不能得到相应的优惠，从而造成公司经营成本的提

高，这也就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自主创新。

扶持资金难以发挥引导作用

年份（年） 财政科技支出（亿元） 较上年增长（%）

2013 5084.3 ——

2014 5314.45 4.53

2015 5862.57 10.31

2016 6563.96 11.96

2017 7266.98 10.71

2018 8326.65 14.58

2019 9470.79 13.74

河北省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缺乏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发展

规划，导致经济设计领域过多，财政扶持资金涉及的领域过

多，创新型中小企业所占比例较小，导致所分配的财政扶持

资金较少，缺少资金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此外，

在创新型企业的自主创新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较小，不能起到

显著的效果。财政政策扶持的地区内，各种企业，各种项目

层出不穷，财政扶持的资金有限，具体分配到每一个项目中

的资金在经过不断地分配后所剩的扶持资金少得可怜，不能

形成扶持重点，对企业的创新不能起到引导作用。这样来看，

财政扶持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

政府财政科技拨款对全社会创新投入和创新活动的开

展具有带动和导向作用，但目前河北省对科技型企业的财政

支持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河北省的财政扶持资金与中

国发达省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的

差距就更大了。

从表 1可以看出，中国近十年来财政科技创新支出总

量不断增加，从 2013年的 5084.3亿元到 2019年的 9470.79

亿元，从政府科技资金投入的总量与增速可以看出中国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的发展，但是在与日俱增的企业创新需求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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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所不足的。2019年，河北省 GDP为 34016.32亿元，财

政科技支出占 GDP的比重仅为 0.28%，财政科技投入严重

不足（国际研究发现占比低于 1%的属于缺乏创新能力）。

2013—2019年河北省财政科技支出基本保持增加态势，由

图 1可以看出，相比其他省份来说，河北省财政科技支出严

重不足，政科技支出远低于全中国平均水平（ 亿元），

而广东省财政科技投入相当于河北省的近 12倍。2019年主

要省份按资金来源分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

出见表 2。

中小型企业融资难，数据表明，欧洲发达国家的科技

型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可达 80%，而中国在 10%以下，缺少

创业阶段资金支持已经成为制约中小型企业发展的瓶颈问

题，截至 2019年 8月，省级科技贷款风险补偿金仅为 189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放贷款；合作银行已

为 300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400多亿元，仅占全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6.3%。目前，仅对 45家企业兑付了

125.86万的科技创新券。由此可见，政府性融资效益较弱。

创业已然出现问题，更不要提及日后科技创新等一系列项目

的进行；据调查研究表明，河北省中小型科技型企业有超

60%的存在融资问题，并且在借贷担保等一系列证明阶段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缺少统筹规划以及法律保障。这些都是

阻碍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的“拦路虎”。

发展路径

目前，河北省正在转型升级，为解决国家民生、污染

防治，乡村振兴等问题，许多行业和领域都经历着改革，国

家财政承受着巨大压力，并且压力还在持续增加。在此阶段，

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能在

此阶段受到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河北省科技型企业将会飞

速发展，河北省的经济将会迎来质的飞跃。所以针对现行财

税政策的弊端进行优化调整与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前所述，河北省部分中小型企业在践行国家优惠财

税政策时，因政策时效性与及时性弊端，可能会对部分科技

型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从目前财税

政策的发展势头来看。政策实效性危机仍在延续。河北省的

财税政策对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具有很大的影响，并且还有

待观察，因此下一步，政府财税政策的优化需借鉴世界各国

应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经验教训，密切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

况，提高财税政策的实施效率。保证财税政策的及时性，将

对科技创新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据最新调查研究，河北省目前也在加大培育企业创新

主体，首批认定了 34家科技领军企业，涵盖了许多科技创

新领域；新增 2400家，共 9400家，排在全国第九位，这对

于河北人口大省，这样的成绩显然是不够的。但最引人注意

的当属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 1.2万家，总数达 8.7万家，并

且数量质量同步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推进中小型企业

科学创新研究，加大科技投入就变得尤为重要，会对河北省

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产生巨大影响。在财政投入方面，要积

极向其他省市学习，作为拥有近十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河

北省，更应该抓住这一点，积极调整资金投入方向，开辟出

属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一片“新天地”。

统筹规划就是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统一安排，但也不

是泛泛而论，是在全局调控的同时，也兼顾细节。

例如，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中小型企业在融资

方面出现问题时，这时就体现出统筹规划中“注重细节”的

重要作用，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兼顾企业融资的小点，这

样可使科技型中小企业渡过创业起步资金难关，避免被“扼

杀在摇篮中”，之后更好地专注于科技的创新。

首先，鼓励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多渠道提升自身效益，

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淘汰率风险系数较高，银行内评级偏低，

风险资产占用高，银行主动性不足；作为银行应多渠道提升

自身收益，再次应用“大数法则”给予保障性支持来解决科

资金来源 河北省 江苏省 广东省 山东省 辽宁省 全国平均

政府资金 557713 1531142 1865963 1075905 1086327 1013164

R&D经费内部支出 3834274 20268734 20351140 15660904 3727165 5057016

占比 14.55 7.55 9.17 6.87 29.1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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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其次，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达

到一个很高的统筹的高度，找到并制定适合中小型企业科技

创新的财税政策，为了能够科学的应用税收制度创新扶持，

相关部门应该针对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工作作出科学的分析

[2]。制定法律法规保障创新政策实行，使政策有所可依，有

所可靠，有所可行。

最后，还应建立沟通交流平台，开放交流，使国家统

一管理更方便，方便企业开放交流的同时也利于国家统筹

管理。

财税政策是国家对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采用的一种宏

观调控政策，尤其对中小型企业产生扶持作用，对科技创新

影响巨大，在疫情刚刚得到有效控制的当下，复兴产业科技

创新能力变得尤为重要，这就更需要国家制定的财税政策根

据现行河北省中小型企业现状以及实行过程中产生的弊端

来进行优化以及调整，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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