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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着市場主體增

多，人民收入提高，稅收制度亦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為財稅領域

的專家，全國政協委員、西安交通大學教授李香菊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市場經濟越發展，稅收跟人們的聯繫就越緊密。「今年10

月，內地個稅免徵額由3,500元（人民幣，下同）調整至5,000元，並增

加六項專項附加扣除，邁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但這僅僅是內地財稅改

革的冰山一角。未來，國家還應進一步發揮稅收的槓桿調節作用，完善稅

收優惠制度，激勵創新企業發展，從而推動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

施。」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完善稅收優惠制度
為創新企業保駕護航

作為新任全國政協委員，李香菊對自己
肩頭的責任絲毫不敢懈怠。財稅專業

出身的她，覺得自己碰到了一個財稅改革前
所未有的好時代。「如今，財稅話題舉國關
注。」李香菊說，在今年的一次國務院常務
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提的高頻詞就是簡政、
減稅、降費，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讓企業輕裝上陣謀發展。而這，也成為她提
案關注的焦點之一。

特惠性稅收優惠門檻過高
李香菊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國內
已建立了兩類激勵科技創新的稅收優惠制
度：一類是投入型稅收優惠，如研發費用加

計扣除，研發設備加速折舊、科研及管理人
員股權激勵等稅收優惠；另一類則是產出型
稅收優惠，如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先進型服
務企業減按15%優惠稅率，軟件集成電路企
業定期減免稅，技術轉讓所得減免稅，創投
企業投資抵扣和科技孵化器的稅收優惠等激
勵制度。
「當前的稅收優惠制度對中國的科技創新

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與世界主要
創新型國家相比，現行稅收優惠制度仍存在
諸多問題。」在調研過程中，李香菊發現，
現行的稅收優惠制度優惠範圍較窄、優惠力
度不足，此外，科研成果轉化應用稅收激勵
制度亦不完善，激勵科技人才的稅收優惠仍

有待提高。
據介紹，目前國內企業研發相關的稅收激

勵，由於特惠性稅收優惠門檻過高，限制過
多，致使受益面較窄。李香菊舉例說，只有
經過政府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軟件企業、
動漫企業、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集成電路
企業等方可享受15% 的企業所得稅率優
惠，而其他未經認定的企業，則無法享受優
惠。她又表示，國內激勵企業研發創新的稅
收優惠主要是所得稅優惠，與國外相比，研
發加計扣除的比例較低，且尚未建立研發風
險準備金稅前扣除制度等。
在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方面，李香菊也認為

當前稅收激勵不足。「目前國內稅收激勵主
要是在研發投入方面，對科研成果的轉化應
用激勵則不足，這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知識
產權戰略日益注重成果的市場化應用形成較
大反差。」李香菊表示，國內現行稅法中除
了符合條件的專利轉讓所得可享受稅收優惠
外，專利技術應用、專利產品銷售利潤等均
未納入優惠範圍。

冀構建科技創新型增值稅制
針對國內稅收優惠方面存在的問題，李香

菊建議，一方面，擴大稅收優惠的適用範
圍，加大稅收優惠的激勵力度；另一方面，
拉長研發和成果轉化應用的稅收優惠鏈條。
她表示，在擴大稅收優惠的適用範圍方面，
應將稅收激勵的重點向支持基礎研究傾斜；
拓寬研發的稅收激勵範圍，清理一些限制條
款，完善產出型稅收優惠政策措施，如降低
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標準；放寬創投企業優惠
條件等，使更多研發企業真正享受到稅收優
惠的陽光。
而在加大稅收優惠力度方面，她則建議提

高研發加計扣除比例；借鑒國外做法，適當
延長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結轉期限，以利於企
業充分享受優惠政策；對於中小型企業開展
研發活動面臨的風險大問題，可單獨設立更
為優惠的激勵政策。
「誠然，單純依靠所得稅優惠並不能全方
位地激勵研發創新活動。」李香菊表示，應在
完善現有所得稅優惠政策基礎上，重視發揮增
值稅等流轉稅的作用，構建科技創新型增值稅
制，從而使科技創新稅收激勵政策從以所得稅
優惠為主向所得稅和流轉稅並重轉變。
為促進科研成果及時轉化，李香菊還建議

拉長研發和成果轉化應用的稅收優惠鏈條，
搭建科研成果轉化促進平台。「可借鑒發達
國家經驗做法，綜合運用稅收抵免、『專利
盒』制度等政策手段，增加高質量專利研發
及長期研發活動的稅收激勵。」

完善創新激勵人才稅收優惠
在關注科技創新企業稅收優惠的同時，李

香菊也注意到，現行稅收優惠制度在激勵科
技人才方面還有待提高和完善。
李香菊說，今年10月，內地個稅改革將

免徵額從原本的3,500元提高至5,000元，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對於月薪
25,000元以上，適用25%以上稅率的高收
入人群來說，稅負沒有下降。目前45%的
邊際稅率仍顯得太高，這將不利於吸引和

激勵「高精尖」的科技人才。加之內地企
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力度較小，而高科
技人力資本教育培訓經費又投入較大等問
題，致使個人對教育投資以及企業對員工
的教育培訓受限。
為此，李香菊建議，降低個稅邊際稅率，

全方位、多視角地制定激勵人才的稅收優惠
制度。「一是對用於核心研發人員培訓的教
育經費，可不限額進行所得稅前扣除；二是
對核心研發人員實施股權、期權激勵優惠政
策，對持有公司股票5年以上的研發人員，
可免徵所得稅；三是採用稅收優惠促進企業
年金發展。」李香菊稱，良法善治，加強對
研發和應用稅收政策的績效考評，提高政策
的有效性，將推動中國科技創新及應用稅收
優惠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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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一場改善提升營商
環境的「戰役」在內地全面打
響，不少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相關
措施，並承諾當好「店小二」，
盡心為企業發展提供服務。作為
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的理事，李
香菊看到了內地為改善營商環境
所作的努力，但她同時認為，改
善營商環境，不僅要盯着國內環
境改善，還應為「走出去」發展
的企業提供服務，改善中國企業
在國外的營商環境。尤其是隨着
「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
國家應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稅制的研究，設立稅
務參贊，為「走出去」企業提供
服務。

籲設駐外稅務參贊
「企業『走出去』，稅收是必

然面臨的問題。」李香菊表示，
如果企業到國外發展，對當地稅
制情況一無所知，盲目投資，那
將嚴重制約企業的發展。為此，
她建議，中國未來可考慮設立專
門的駐外稅務參贊職位，以幫助
企業了解當地稅法，規避可能面
臨的風險。
據李香菊介紹，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在引資
的同時也加大了企業「走出去」
的步伐。為了幫助企業發展，截
至目前，國家稅務總局已在30多
個國家派駐了稅務人員，搜集當

地稅收制度等，並翻譯成中文供投資企業參考。但相較中國企
業「走出去」的「圈子」，李香菊認為，僅在30多個國家派駐
稅務人員還遠遠不夠。
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隨着「一帶一路」朋友圈不斷
擴大，中國企業投資所涉及的國家也越來越多，例如非洲
等地，已經有很多中國企業扎根，這都需要專門的人去研
究當地稅制，幫助企業了解相關情況。
據介紹，目前中國已對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蒙古、
泰國等國的稅收制度進行翻譯研究。李香菊表示，相信未來
國家還將更加重視這方面的工作，並加大投入，而她亦希望
通過提案的形式，反映這一問題，助力「走出去」企業更好
地發展。

作為住陝全國政協委員，李香菊明白，自己的眼
光既要瞄準國家層面，亦應兼顧地方發展。位於陝
西省南部的漢丹江流域是國家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
水源地，隨着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正式通水，這裡的
一江清水惠及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4省市近
億人口。然而，由於國家有關規劃滯後環境需求，
加之陝南地區本身經濟發展相對落後，污水處理廠
運營維護資金有限、尾礦庫風險隱患依然存在等問
題，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影響南水北調中線的水質安
全。
李香菊在調研中發現，漢丹江水源地現行生態補

償制度存在一系列的問題。例如，縱向轉移支付力
度不夠、環保項目後續運營投入不足、基層政府財
力薄弱難以加大生態保護的資金投入、生態受益者
和貢獻者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尚未建立起來等。於
是，她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提出，應加大對漢丹江
流域的生態補償轉移支付力度。

縱向轉移支付與橫向轉移支付並舉
李香菊表示，漢丹江水源地的老百姓為保證水質

付出了巨大的機會成本，放棄了發展工業可能帶來
的經濟繁榮，作為下游用水受益者，理應對他們給

予補償。
「目前，縱向生態轉移支付存在的突出問題是補

償標準太低，遠不能彌補漢丹江水源地政府和居民
為開發與保護清潔水源的資金缺口。」李香菊稱，
加之國內橫向補償制度建設滯後，國家和地方層
面，尚缺乏橫向生態補償的法律依據和政策規範。
在開發地區、受益地區與生態保護地區、流域上游
地區與下游地區之間，也缺乏有效的生態補償協商
平台和財政保障機制，無法達到省際和直轄市之間
的利益共享，責任共擔。
為此，她建議，一方面，
建立健全轉移支付法律法規
和相關配套改革措施，按照
「誰開發、誰保護，誰破
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
償」的責任原則，因地制宜
地建立生態補償整體制度框
架。另一方面，應加大中央
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構建與
保護生態環境貢獻相適應的
穩定的生態補償縱向轉移支
付，並針對水源區實際情

況，建立生態保護轉移支付的正常增長機制。
她並建議建立漢丹江流域受益者和貢獻者的橫向

轉移支付制度。「加快建立健全橫向生態補償制度
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生態產品的市場價值，使提供
生態產品的地區獲得一定的經濟回報，為不同地區
之間，尤其是生態產品提供地與享用地之間發展權
的公平化提供保障。」李香菊稱，此外，橫向轉移
支付制度還可建立受水區與供水區對口支援幫扶機
制，不僅有利於完善區域治理體系和提高區域治理
能力，也有利於規範和指導橫向生態補償實踐。

健全生態補償 保南水北調水質安全

關注身邊事 提案屢獲優秀
事實上，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之前，李香菊已

經連續擔任了15年的陝西省政協委員。談及多年
的履職感受，她表示，政協委員對她來講，是至
高的榮譽，更是沉甸甸的責任。而她履職的最大
體會便是關注身邊事，拾遺補缺，想百姓所想，
提百姓所需。
「其實很多事關民生的提案只要多留一份心，

便能發現。」李香菊的提案，曾多次榮獲陝西省
優秀提案獎。其中，既有涉及小微企業融資難、
稅費負擔重的問題，也有關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
展的，還不乏老百姓關注的社情民意熱點等。

為公檢法人員設特殊保險
在關注財稅專業的同時，李香菊也時刻關注着

社會上的熱點。如今，她更是每天都瀏覽全國政
協推出的履職APP，通過和別的委員交流，了解
大家關注的話題。而近期她關注的話題之一，是
關於給公檢法等特殊人員設立特殊人身安全險的
問題。
李香菊告訴記者，她在調研時與一些法官和
檢察官聊天，時常聽他們講起隨時可能面臨意
外傷害，甚至有生命危險。前不久，一則重慶
法官被當事人報復砍傷的新聞引起社會廣泛關
注，這不禁讓她聯想到更多的此類案例，「如
果他們能有一份特殊人身安全保險，那就好
了。」
為了她心中的這份保險，李香菊多方走訪，通

過與法官、檢察官、公安等交流得知，除了《中

國人民保險公司公安幹警人身平安保險條款》
外，法官和檢察官的保險與普通大眾並無不同。
「公安抓逃犯受傷甚至犧牲的案例時有發生，法
官、檢察官判重刑犯遭報復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他們都是為國家作特殊貢獻的人，尤其是一些審
判重刑犯的法官和檢察官，可能隨時都面臨危
險。」李香菊說。
「如果他們有一份特殊的人身安全險，這對穩

定公檢法隊伍，激勵他們獻身事業，將起到積極
的作用，而且也能解除其後顧之憂。」李香菊
說，為此，她建議國家層面為這些人群設立一種
特殊的人身安全險，通過市場手段建立長效機
制，當意外發生時，既有國家補償，也有保險公
司賠償，雙管齊下，或能將傷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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