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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行动方案（2022—2023 年）》（以下简称为《方案》），提出共 10 项具体

行动内容。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落实惠企创新政策，增强企业创新力度。《方案》指出“推动惠

企创新政策扎实落地”。首先，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等普惠

性政策充盈企业创新投入现金流。自 2022 年起，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比例已经提至 100%。同时，围绕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各项扶持

政策持续加码，聚焦科技创新等重点行业、领域，不断扩大覆盖范围和退

税力度。例如，增量留抵税额退还比例由 60%提高到 100%，对信息技术

等 6 个行业纳税人按月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在疫情反复持续冲击中小企业

的背景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其它退税减税政策的“组合拳”，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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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达标企业，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其次，通过完善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创新机制、提供精准的政策推送服务，优化创新企业营商环境。国有

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方面具有引领发展的基础优势，但同

时也可能存在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效率不高等问题。而民营企业作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创新能力不足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重要障

碍。2021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报告显示，民营企业 500 强中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超过 3%的企业仅有 62 家，而据 OECD 数据，2021 年美国民营

企业整体研发强度已突破 3%。通过健全服务机制，强化政策普惠性，发挥

政策先动性，有利于强化各类企业的创新能力。最后，通过强化跟踪问效

机制、以政策落实作为地方督查激励考核的重要参考，保障政策实施质效。

以地方为单位考察细分政策受惠群体，重点围绕增值税留抵退税，全程紧

盯目标进度，确保政策覆盖主体无遗漏，政策落实细项无差别，不仅是政

策发力的重要保障，也是未来持续推动税收优惠等政策不断改善的重要依

托。 

第二，强化企业基础研发水平，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一方面，《方案》

指出“引导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

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关键领域对外依

赖严重。2021 年，我国芯片进口额为 4337 亿美元，贸易逆差达到 2784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此外，电容器、液晶显示器、偏光片、盖板玻璃、

传感器、光学镜头等领域也保持高贸易逆差。通过围绕重点领域、重点方

向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发挥中央企业、民营企业、政府和社会资本等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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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协同作用，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重要平台，有利于把科技的命脉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另一方面，方案强

调“支持企业前瞻布局基础前沿研究”。以重大需求为导向的基础前沿研

究是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同时也是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

“弯道超车”的重要布局。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

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都具备了

较好的基础。通过产学研良性合作，有助于前沿技术的发展和落地。 

第三，完善各类金融支持路径，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一

方面，充分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作用。科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

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和金融需求，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发挥各自专业优势，

形成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私募投资、资本市场融资和商业银行

贷款在内的全链条金融生态，精准对接各阶段科创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推

动金融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丰富和创新金融产品种类，为

科技创新提供优质服务。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为科技创新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此前，人民银行设立 2000 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

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撬动社会资金促进科技创新。各大商业银行也针对科

技型企业不断聚焦重点领域，创新审贷模式，变革担保方式，完善风险分

担机制，提供科创贷、知识产权贷等一系列定制化金融服务。此外，政府

部门也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支持。例如针对科创企业在科技项目研发中的费

用损失风险，苏州市科技局与人保财险苏州市分公司推出“科研保”，浙

江省科技厅牵头推出“创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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