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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科技水平

领域的自立自强，走自主创新的道路。长期以来，我国在科技发展领域存在“缺

芯少魂”的痛点，在多重压力下，将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国家层面的重点发展对象。

而集成电路企业作为产业新发展的主体，可以帮助减缓科技发展领域的痛点。为

了助推集成电路企业的发展，国家陆续推出相关政策进行扶持。其中，税收优惠

政策能够弥补资源配置中的不足，使得产业目标得以实现，所以在集成电路企业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文以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梳理了

国内外学者们在集成电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绩效的评价体系以及税收优惠

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关文献，阐述与之对应的市场失灵、内生增长及税收激

励理论，并分析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目前的发展现状、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情况以及目前存在的税收问题。基于相关理论和作用机制分析，提出相关假设，

选取 2015-2021年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熵值法测算了我

国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得分，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所得税优惠对

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产生的影响，分析企业所得税优惠和企业综合绩效之间研

发投入是否具有中介效应。此外，选取 S企业为案例企业，从实际情况出发进一

步证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于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产生的影响效果。

研究结论：（1）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利于提高集成电路企业的综合绩效，

随着优惠政策的强化，企业的综合绩效水平随之越高。（2）企业所得税优惠对

集成电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3）研发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优惠

和企业综合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间效应。（4）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大规模集成电

路企业综合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小规模企业。基于此提出相应的建议，政府层面

应该为集成电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定弹性条件、加大集成电路企业研发

优惠力度、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引入风险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

层面应该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后的赋能创新发展。

关键词：集成电路 企业所得税优惠 企业综合绩效 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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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celerated

the realization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the field of

high-tech level, and took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or a long

time, China has had the pain point of "lack of core and less soul"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has been regarded as a key

development object at the national level. As the main body of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can help alleviate

the pain points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the

state has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relevant policies to support. Among

them,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chieve the industrial goal, so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Taking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income incentives on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of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x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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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sponding market failure, endogenous growth and tax incentive

theori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the current tax probl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mechanisms, relevant hypotheses were put forward, the data of listed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from 2015 to 2021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amples,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score of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in China was calculated by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incentives on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was empirically tested by

using the fixed-effect model, and whether the R&D investment between

corporate income tax incentives and enterpris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had a mediating effect. In addition, enterprise S is selected

as a case enterprise, and the impact of the preferential enterprise income

tax policy on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is further confirmed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Research conclusions: (1)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an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level of enterprises will be

higher. (2) Enterprise income tax incentives have a positive incentive

effect on the R&D investment of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3)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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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partial intermediate effect between R&D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incentives and enterpris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4) The

preferential enterprise income tax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large-scale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than that of small-scal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flexible conditions for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to enjoy

enterprise income tax incentives,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R&D incentives

for integrated circuit enterprises, expand the scop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incentives, and introduce preferential income tax policies for venture

capital enterprises.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reasonable use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and enhance the enabl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fter enjoying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Keywords:Integrated circuits; Corporate income tax incentives; Com

prehensive corporate performance; R&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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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研究背景

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与政治之间竞争的焦点，世界

各国都将加强“自主可控”作为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发展目标。2020年 8月，

国务院印发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为

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质量水准以及完善集成电路产业整体发展环境提供了

政策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中要求，在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将科技核心领域

对准集成电路等众多具有战略性、引领性的国家大型科技项目。

集成电路产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在军事设备、医疗器械

等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作用显著，有利于推动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经

数多年的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也取得了成长与进步，产业规模日益变大，产

业链趋于完善，但是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仍比较逊色，关键性技术仍需依赖国外

企业，究其根源主要是核心竞争力严重缺乏。2021年作为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的开局之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在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保持着持续、

稳定、快速发展。从海关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

额首超万亿元，实现销售总收入 10458.3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 18.2%。中国

集成电路产业在 2021 年销售额首次突破万亿元，销售收入达到 10458.3 亿元，

同比增长 18.2%。2021年集成电路产业出口数量达 3,107.0亿个，同比增长 19.6%，

出口总额达 9,929.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4%；进口数量达 6,354.8亿个，同

比增长 16.9%，进口总额达 27,93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4%。贸易逆差达

18005.2亿元人民币。巨大的贸易逆差引人深省，迫使我国全面提速集成电路产

业的发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再创新高、关键领域独立自主，要摆脱过多依赖国

外技术水平和产品的现实处境，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税收优惠政策作为

支撑，想要达到高效强有力的扶持效果，亟待健全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是助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自 2000 年开始，国家

陆续推出多项鼓励半导体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旨在推动集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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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产业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于 2014年 9月份设立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不但可以为企业带来足够的经费，也可以刺激社会资本投资集

成电路产业，以期切实促进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还陆续出

台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给予集成电路产业扶持。基于此，梳理集成电路产业现行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存在的问题，从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角度来研究税收优惠政策

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实施效果，对促进集成电路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

展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目的

以期为推动我国集成电路企业优化发展提供帮助。对集成电路企业相关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梳理，结合集成电路产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利用上市企业

的数据，计算企业综合绩效，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

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同时通过分析案例企业情况，提出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一系列建议。以期为今后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集

成电路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2.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为政府推动集成电路等类似产业的发展制定更加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

参考。本文以市场失灵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税收激励理论为基础，结合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的模式和当下集成电路产业相关的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分析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集成电路企业的作用机制以及当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存在的缺陷，对企业所得税优惠与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综合绩效之间产生的影响进

行实证和案例研究，进而对当前的集成电路产业相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提出改

进建议和具体的完善措施，这样对于促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完善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的税收支持政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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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集成电路企业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现实依据和决策参考。宏观

政治与经济、行业竞争等都是影响集成电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压

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突破集成电路核心技术，更可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增

强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政府最大限度地、合理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助力集成电

路企业可持续经营发展。因此，考察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

影响，秉持理论加实证与案例分析的原则，分析结果并提出建议。集成电路企业

综合绩效的提升不仅对集成电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好处，而且对提高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推动集成电路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帮助，是本文研究的

现实意义。

1.3文献综述

1.3.1集成电路企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

Richard M.Bird（1995）通过研究税收优惠与创新型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现

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型产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激励作用。Hua C（2011）从税收角

度出发，研究有关鼓励发展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若干政策，发现软件税收优惠

政策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建议中国加快立法进程，进一步完善软件方面的税收

优惠政策。宋朝瑞（2012）等对集成电路的重大专项政策进行了效果分析，并提

出应该将政策落实到市场需求和产业关键点上，构建完善的专项政策绩效评价体

系，有效提供资源利用。杨臻（2014）从四个方面出发，进一步解析了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在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实施效果。孙丽（2016）等人通过梳

理 2000-2016年间软件和集成电路行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详细解读了国发

[2000]18号文、财税[2015]6号等文，指出国家给予集成电路行业的税收优惠政

策还是比较多的。崔昆峰（2016）梳理了我国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历程，分析了

当前的行业现状，整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财税优惠政策并简要阐述其特点：美国

在优惠上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低投资税率以及广泛的优惠对象；韩国将税收扶持

政策重点放在结果转化环节上，并给予科研人员大幅度的优惠政策；而我国台湾

地区则制定了系统性的财税优惠政策。丁潇君等（2019）运用 PMC指数模型，

利用文本挖掘法对三项集成电路行业政策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政策在集成电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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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求、供给以及环境三个方面的扶持力度均匀，但在产业技术上缺乏拉动力。

周声琼和李雨柔（2019）分析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梳理各税种的优惠政策

并分析存在的问题，参考先进地区及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以

此为依据，健全内地集成电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黄超（2020）通过分析我国

集成电路产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以及不足，分析研究韩国、日本、美国等

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进行政策特点比较分析，最后对完善中国集成电路

行业税收优惠政策提出了有关建议。黄智文（2020）回顾我国关于鼓励软件产业

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总结其在设立、调整及完善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

完善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郑涌和陈斌（2023）认为对集成电路产业税

收优惠政策开展全过程绩效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构建绩效评估指标，问卷

调查、实地调研等方式，运用定量定性结合的方法，对苏州和厦门等地集成电路

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成效进行了全面的绩效评价，并发现目前在实施中出现

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1.3.2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选取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处理上各有不同。部分学者用财务性

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Peters&Brush（1996）将就业增长量作为指标来衡量企业

绩效。岑成德（2002）运用多指标体系对企业绩效进行分析，从而科学合理地反

映企业绩效。徐国祥（2000）、夏晓辉（2004）选取了三个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

绩效，分别是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以及净利润增长率。周宏、王海妹（2008）

等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企业综合绩效指标体系，通过对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发现，盈利能力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主营业务能力次之，资产

运作能力、控制债务风险以及良好的偿债能力也对企业有着重要作用。姜苗苗

（2017）选取了 17个财务指标，分别从小微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发展能力、

企业的营运能力以及企业的偿债能力这四个方面选取，通过因子分析，最终得到

小微企业的综合绩效。宋涛、王文虎（2022）以 2019年上海和江苏 26家医药制

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选择盈利、偿债、营运以及发展能力等方面的财务指

标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和系统聚类的方法，对 26家上市企业进行排名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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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医药上市企业能够明确自身在市场中的定位，便于寻找与自己财务状况接

近的竞争对手，在一定程度上为医药制造业在财务战略规划制定方面提供指导。

郝艳华（2022）选取深市主板、沪市主板以及创业版的 20家饲料上市公司的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多维度财务指标数据，构建了饲料上市公司总资

产报酬率、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增长率等 18个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指标体系，

通过 AHP筛选有效指标并采用 DEA模型对饲料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饲料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的综合效率处于正常水平，公司规模、技术与

财务管理均对饲料公司的财务绩效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公司规模的影响作用最大。

陈亮、刘欣慧（2022）等采用偏序集评价方法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

全性和社会性四个方面的财务指标进行绩效评价，结果显示，样本商业银行位于

高层级的财务绩效比较好，其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都比较好，并且发展能力

较强，反之，财务绩效比较差的是位于低层级的商业银行，其对应的盈利性等都

比较弱。此外，应该对流动性和社会性加强重视度，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商业银行

的财务绩效水平。

部分学者用非财务性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Kelvin Cross&Richard lynch（1

990）提出了“业绩金字塔”绩效评价系统，即总体战略结合财务信息和非财务

信息，突出组织战略对业绩指标设置的重要性。Samuel Tung,Stella Cho（2001）

研究投入中国指定地区国家经贸委员会给出了 GEP 评价法，选取企业的行业绩

效等五大类指标来综合衡量企业税收优惠对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影响的

比较研究绩效。Bosilj-Vuksic（2002）等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对比，得

出平衡记分卡是衡量虚拟企业绩效最为合适的工具，此外提出企业的财务收入、

内部运营、客户关系和学习发展可以作为评价指标。James R Evans（2004）同

样认为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应该将目标战略、评价过程绩效架构等诸多方面融入

其中。Maropoulos&Chauve&Cunha（2008）在传统的平衡记分卡思路下，加入敏

捷性的维度，并将评价指标拓展到 5个维度，从而对供应链虚拟企业的绩效进行

全面的评价。Emeagwali&Okechukwu Lawrence（2017）发现某些非财务指标在

企业绩效评价中重要性逐渐增强，如顾客开发率、顾客满意度等，顾客决定企业

是否能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企业服务和销售产品的载体，应该将顾客

相关因素加入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Caputo F（2019）等通过对欧洲 72家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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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公司的人力资源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社会胜任力等人力资源要素和

企业绩效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企业大数据在企业绩效与人力资源组织行为之间

存在中介作用。Yasmin M（2020）等选取巴基斯坦企业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

网络分析法、模糊决策实验室法以及简单线性加权法三者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分析大数据应用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在大数据应用能力中对企

业绩效影响最大的是基础设施能力，其次是项目管理能力，影响最小的是人力资

源能力。艾文国、安实（2003）等首先阐述了平衡计分卡的功效，结合企业资源

计划系统特点，以平衡计分卡和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组成映射为突破口，提出了

平衡计分卡适用于企业资源计划环境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式，并且提出增加外

部利益相关者指标，对企业业绩指标的评估体系做出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时提出

在企业资源计划环境下企业绩效评价应该借鉴和遵循的原则。张冰秋（2016）运

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新三板企业建立了一个企业绩效评估体系，并对其进行了

评估和排名，结果显示，此方法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适用于新三板企业的绩效评

价。董奋义、介宇扬（2018）等选取 2012、2014以及 2016年银行类上市公司数

据，从银行的盈利能力、成长发展能力、流动性、安全性四个方面采用灰色综合

聚类法建立综合绩效评价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法进行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结

果显示，我国银行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水平处于下降的态势。姜旭、胡雪芹（2

020）等对两种单一赋权方法 BP网络神经法和 GI法通过组合赋权法模型进行组

合，从企业内外部环境、经营活动、物流活动三个方面构建了员工离职率等 24

个适应于我国物流企业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结果显示，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评

价结果与我国物流企业的发展现状基本保持一致。

1.3.3税收优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选

取的数据和运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没有一致性。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税收优

惠政策对企业绩效有正向效应。Stickney&Mcgee（1982）分析税率差别和企业绩

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税率越高，反而经营绩效越低。Cutler（1988）

&Auerbach（1989）发现降低所得税税负能够增加企业税后利润，激励企业扩大

投资规模，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水平。Czarnitzkietal（2011）研究发现，加拿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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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抵免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Elschner（2011）选择欧洲企

业的专利申请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研发初期税收优惠对企业的专利申请

数量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税收优惠每增加 10%，相应地研发投入将增加 11%，

此外降低税率也有利于增加企业专利申请数。Elschner发现适当的税收政策对大、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对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更好。J Ohaka &PUC Agundu（2012）选择尼日利亚 58 家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

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

优惠政策使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并指出税收激励政策能够保障国家关键行业

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和竞争力。Chih-Hai Yang&Chia-Hui Huang（2012）研究运用

GMM、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对台湾制造企业的 R& D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

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 R& D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并且对信息电子企业

的促进作用更大。Chiu-Hui Wu&Cherng G.Ding（2015）以日本、韩国以及中国

台湾地区等为例，对金融危机期间半导体产业的财务业绩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

发现国家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半导体行业收益的增长，但具有滞后效应。

Šeligová Markéta（2016）采用欧洲四个国家的企业数据，对税收激励、R& D强

度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者都能显著地提高企

业经营绩效。BostanI、LazarC.M等人（2019）研究发现剔除先决条件人力资源

投入、管理效率等因素的影响后，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展效

益。李俊杰、刘渝等（2011）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经营决策呈正相关关

系，所得税率、公司规模与企业绩效均呈负相关关系，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成

长机会与企业绩效都具有显著正向关系。郑春美、李佩（2015）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政府补助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对

其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会有消极作用。张帆、张友斗（2018）以我国竞争

性行业中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 GMM和固定效应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考

察税收激励政策与财政补贴对我国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

补贴与总资产净利润率和总收入增长率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税收优惠政

策也具有正向作用，但是整体上税收优惠政策的政策效应要大于财政补贴的政策

效应。在获得税收优惠的情况下，企业增加 R& D投资，可以促进企业的经营业

绩。唐红祥、李银昌（2020）研究发现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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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和营商环境均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即税收优惠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程度比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程度大；营商环境越好，税收优惠对企业绩效的正向

激励作用更大。陈玥卓（2020）运用双重差分法对 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税收优惠对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的影响，对非发明专利申请无显著促进作用，

且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张晓清（2021）

运用 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向

促进作用，企业获得的优惠程度愈高，其带动效应愈大，无论是 R& D还是投资

规模都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刘思涵（2021）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

分析集成电路行业上市企业的数据，结果发现税收优惠对总收入和净利润均有显

著的正向关系。杨莹（2021）选择集成电路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

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证实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

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Kobayashi Y（2014）等认为财税政策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孙健夫、贺

佳（2020）利用熵值方法与动态面板模型对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税收优惠与评价指

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集成电路的优惠点与企业的实际需求点

不匹配，集成电路企业对税收优惠资金的使用绩效中没有将产品的产出和质量为

导向考虑进去，对集成电路企业的发展来说，企业所得税的税额减免政策并没有

起到太大的作用。

1.3.4文献述评

梳理国内学者的文献发现：（1）国外学者对于集成电路税收优惠政策方面

的研究比较少，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梳理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对比分析提出相关

建议。（2）国内外学者在选取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处理上各有不同，有综合指

标，比如因子分析法等，有单一指标，仅选取财务指标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

酬率等。其次，企业综合绩效指标的衡量可以分为财务性指标与非财务性指标。

（3）在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绩效的研究结论中有显著作用、无显著作用以及研

发投入在其二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等不同的研究结论。一方面，研究表明税收优

惠政策对研发创新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企业

绩效水平的提升，且研发投入在其之间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当然，也有研究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研究

9

明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之间无明显显著关系。（4）大多数文献是基于税收优惠

政策和企业整体税负进行研究的，研究对象集中于高新技术企业和医药制造业等

行业，且大部分选择是将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行业作为参考，以行业的混合样本

作为研究的目标，那么就会存在一定限制，而对于仅将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作为参考的文献并不多，而以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间变量来考察集成电路行

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绩效的作用则更是鲜见。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研究方法和数据角度出发，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提

供了诸多借鉴。不同专家学者在研究时涵盖内容丰富，但是得到的结论没有达到

完全统一，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因此，为了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进

行更加客观、科学的评价，本文以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运

用熵值法对经营绩效、创新绩效以及社会绩效指标进行计算，得出企业的综合绩

效来衡量企业的绩效水平，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企业综合绩效进行细化研究。

1.4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1.4.1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章 绪论。主要说明研究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研

究背景、研究的目的及研究意义，并且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对全文的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详细介绍企业所得税优惠、集成电路与企业

综合绩效的概念界定，阐述与之相关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及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分析我国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结合前

面章节的理论，分析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投入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

机制并做出合理假设，选取 2015—2021年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的数据并进行必要

的筛选和处理，选取变量，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最后通过 stata软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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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第五章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案例分析。从案例分析

的目的、选择案例企业的原则以及企业简介出发，分析税收优惠政策、研发投入

对案例企业综合绩效的促进作用。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前文提出的相关问题，结合集成电路企业

目前的发展现状、相关的实证结论和案例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4.2研究思路

通过梳理和阅读文献，本文的研究思路如图 1.1所示。

图 1.1 研究思路

绪论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

及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产业发展现状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政策存在的问题

实证研究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目的和选取

模型设计 实证结果分析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案例

企业综合绩效情况分析析
案例分析总结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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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主要通过检索和收集大量国内外已有的文献资料来开展研究查阅。查阅的文

献资料主要包括目前有关国内外税收优惠对上市企业综合绩效影响的期刊论文、

图书等，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归纳和学习，探索新的研究切入点，为本文的研

究提供思路。

（2）理论分析法

以市场失灵等相关理论知识作为研究内容的基础，结合集成电路目前的行业

状况和发展趋势，分析政府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水平

的影响，以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研发投入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作用机

理，为实证研究的打下了理论基础。

（3）实证分析法

本文以集成电路上市企业 2015—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计

算出企业综合绩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综合绩效的影

响，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后，做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等检验。

（4）案例分析法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集成电路企业——S企业，从企业所得税优惠情况、研发

投入情况以及企业综合绩效三个方面展开了分析，从而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能

否提升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展开了丰富的描述和更为系统的说明，这对于把握

实证结果的实质，得到更为全面的结论也是大有裨益的。

1.5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5.1创新点

研究视角创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高新技术企业、新能源企业和医药

制造业的经营绩效或创新绩效，在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方面研究较少，并且研

究宏观层面上的政策效应比较多，本文聚焦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进行研究；

已有文献在集成电路行业大多研究税收优惠、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或者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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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的关系，将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企业综合绩效的较少，本文利用

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运用熵值法计算企业综合绩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衡量

企业综合绩效水平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其次，研究方法创新。本文采用以实证为

主，案例为辅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绩效的促进

作用，并通过对 S企业的分析以折射集成电路整个行业中所存在的问题。

1.5.2不足之处

本文分析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

及同花顺，但仍有一些公司数据缺失，最终整理出 2015—2021年 43家上市企业

的数据，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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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2.1.1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是一种使电路小型化的方法，它一般是在一块半导体的晶片上制作

而成，其优点是尺寸更小、重量更轻、效率更高、使用更久等。相对于晶体管而

言，若以集成电路代替，则可有效地改善装配的精确度，以及极大地改善其稳定

性及工作时间。它既可用于电视、电脑、工业、商业等，又可用于军用、通讯等。

集成电路企业，是一家专业从事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生产、封装和测试的企业。

集成电路企业的迅速发展，对促进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加速国内工业从传统到信息化的转变和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由于集成电路

业本身具备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特征，所以还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

能够带动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的多个产业进行升级，让原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从而促进了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与我

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主线相一致。

2.1.2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收优惠是指政府采取税收制度，减轻部分纳税人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以

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的。税收优惠措施具体包括税额减免、降低税率、加计扣

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以及延期纳税等，它即是一种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

也是政府为了鼓励市场主体某一特定行为或培育和支持特定行业的举措。我国的

税收优惠措施分布在各个税种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被集中阐释和归纳。本文的

企业所得税优惠是指为了激励集成电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升企业综合绩

效水平。培育新技术的过程中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给予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包括

定期减免、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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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企业综合绩效

所谓企业综合绩效，就是经营者在特定经营期间内的表现与效益。企业综合

绩效可以分为多个角度来进行描述，即为创新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等。创

新绩效是指实施新技术后导致企业价值增加，主要从企业研发创新方面对其创新

成果进行测度，比如专利数量、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数量等创新成果；经济

绩效一般情况下是从财务指标的角度来评价企业的经营状况，主要表现为企业的

盈利、偿债、运营和发展能力；社会绩效主要是通过就业率和社会贡献度来衡量。

在对企业综合绩效进行评价时，传统的方法有沃尔评分法、杜邦分析评价法等。

在分析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综合绩效时，研发投入金额是否

能够满足集成电路企业实际生产需求、人员结构是否合理以及资金投入是否及时，

这都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综上所述，在衡量企

业综合绩效时，在考虑企业财务绩效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本论

文选取了集成电路上市的企业作为研究的对象，从创新绩效、经营绩效以及社会

绩效等三个方面入手，构建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价企业

综合绩效水平。

2.2理论基础

2.2.1市场失灵理论

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才是资源最优配置途径，但是现实经济条件下，完全竞

争的市场结构只是一个理论前提条件太过严苛的假定，实际情况并不能完全得到

满足。由于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市场不能单纯地依赖价格机制，从而不

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就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

所谓外部性，又称相邻效应或溢出效应，指的是在某项经济活动中，一些经

济主体在决策与行为中给他人造成损害或获益的状态，而且在进行经济活动中所

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后果，都不由这种行为及决定的发动者来负担，即存在不可补

偿的收益或损失。外部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按主体所造成的效应，可划分为

生产外部性与消费外部性。按照外部性作用结果，可将其划分为正负外部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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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外部行，即主体经济活动能为社会或者其他个人获取利益所产生的一种现象。

例如对某河道的上游进行修整，同时会给河流的下游以及邻近区域的人群带来利

益。负的外部行是指主体的经济活动能够给社会或其他个人带来损失的现象。例

如某造纸工厂在河流上游排放污水致使河流污染，对下游渔场的渔民产生不利影

响，给渔民带来极大损失。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利用教育、国防、医疗、服务

等，并不会影响到其它人的消费。公共物品受益的非排他性质，使人们能够自由

地享用它所产生的益处，所以就不会出现交易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市场价格。但

是，如果企业存在供应意愿不足的情形，那么仅仅依靠市场进行调整，就会没有

企业愿意生产公共物品，从而造成供应短缺。

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必须有一双“有形之手”来介入。税收是国家对经

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有效的调节手段，它能有效地调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各种要素，并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典型的正外

部性表现有高新技术具有的高外溢性，而集成电路产业又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之一。一方面，集成电路企业利用自己的大量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它的新技术不

但可以被行业内的其它公司使用，并且可以进行学习和模拟，还可以让产业链条

中的各个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提升，这对于促进整个集成电路行业乃至与之

有关的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所收益的企业无

需承担任何成本。另一方面，集成电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性产业，涉

及国防、民生、经济等各个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仅仅依靠企业自己的投

入进行研发是缺乏发展动力的，更谈不上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紧跟世界上其他先

进国家的步伐。因此，政府的积极有为对我国集成电路的发展是必不可的，政府

需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支持，推动其持续发展。

2.2.2内生增长理论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

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外生这个假设进行了修正，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个

内生的因素，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没有外部力量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继续发

展，保证经济继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当然在经济发展中人力

资本的整合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内生增长理论作为经济增长差异性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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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础，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技术和人力资本

的介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些改变

之中，技术创新作为经济是否能够增长的关键因素，当然人力资本也至关重要。

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行业的发展规划。内

生增长理论提供了政府履行其经济职能的理论意义，即政府以财政收支的方式推

动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地说，为企业提供补贴

与税收减免，可以化解技术、人力资本和知识累积的外部性，这样就可以避免由

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所导致的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化。通

过上述的论述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中税收激励对于推动

其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激励公司加大

研发投资，例如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等，均可以鼓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助推企业创新发展。其次，政府给予企业技术人员税收优惠可以

促进重视人才培养外部环境的塑造，如对高科技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减免所得

可以起到激励作用，降低员工的教育费用，能够在产生直接激励作用的基础上加

增对企业人力资本的投入。最后，通过政府让与的税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企

业的减负，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等。

2.2.3税收激励理论

当市场失灵情况发生时，政府需要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来进行调节。税收激励

作为政府干预的手段之一，其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生产、消费、投融资等各项

经济活动，从而引导纳税人的某些经济行为。税收激励的领域和对象比较广泛，

大致可以分为国内生产一般税收激励、国内生产特别税收激励和对外贸易税收激

励等。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下列几个方面来激励集成电路企业的创新活动。第

一，税收优惠可以纠正企业创新的外部性问题。企业技术的正外部性使企业不能

垄断全部利润，而附加的利润为其它企业和消费者所分享，在这种情况下，企业

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投入。因此，为了

提高企业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减少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差异，政府必须在税收

激励上对企业进行补偿，以此来弥补外溢这一部分差额收益带来的损失。第二，

税收激励能够减少企业研发风险。由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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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存在失败的可能性，特别是技术创新需要经历多个环节，创新周期比较长，而

且前期具有高额的研发投入，这些均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其次，研发成果能否顺

利被新市场接受、推广，是否能够满足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最终的回报能否补偿

前期的研发投入等，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分担部分风险，

将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降低至企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减轻企业的压力，对企业

的创新行为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从而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会增加技术

创新投入。第三，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提高企业的资金流动性。集成电路企业的研

发活动的投入费用比较高，并且有进入门槛，对于初创企业而言，由于资金有限

很难进入，成熟的大中型企业也会因为资金困难而受到限制，从而使得企业的研

发活动不能进行。企业的创新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企业自己的资

本积累，另一种是外部的投融资，税收激励政策可以使企业资金在内部之间流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资金困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第四，税收优惠政

策可以激发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使企业加大对创新技术人才的投入，在一定程度

上也帮助企业培养了一批创新人才。而且，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可以

调整设置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技术的同时，调整经济结构，进

行经济转型，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集成电路作为我国的

战略新兴产业，是国家硬实力的衡量标准，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

是我国一直重点关注的领域，集成电路企业不仅具有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

还具有高风险、高成本以及高投入等情况。因此，集成电路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

政府的支持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税收激励作为一种事后激励行为，具有一

定的公平性，通过对外部性问题的纠正，减少企业的研发费用，分担研发风险，

减轻公司的资金压力，以期提升企业的预期利润，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

不仅可以发展属于集成电路自己的核心技术优势，还可以提高国家整体技术水平，

优化社会的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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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及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本章旨在分析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梳理现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以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3.1.1集成电路产业整体发展趋势

（1）集成电路产业的产量和销售额持续上涨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的集成电路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规模越来

越大，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近几年来，该行业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已经远远超

过了全球的增速，并且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以芯片设计为龙头、晶圆制造为核

心、封装测试为支持的产业结构。一方面，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需求量不断上升，

推动了芯片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和举措，为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半导体行业协

会的公布的数据信息显示，2010至 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产量从 652.5亿

块增长到 3594.3亿块，增长了 5.5倍。如图 3.1，可以看出产量一直处于平稳上

升的趋势，特别是 2019年至 2021年间产量的增长比较明显。

图 3.1 2010-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产量及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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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2，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从 2010年的 1424亿元增长到 2021年的

10458.3亿元，增幅高达 7.34 倍，12 年增幅均在 10%以上，其中有 5 年在 20%

以上，不难看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是稳定增长的。总体来看，我国集成电

路产业规模呈上升趋势。

图 3.2 2010-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及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2）产业结构逐渐均衡

从表 3.1数据可以得到，2010 年至 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三大环节设计

业、制造业以及封测业的销售额均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截止 2021 年，设计业

的销售额高达 4519.00亿元，是 2010年销售额的 11.80 倍，同比增长 19.60%，

制造业的销售额为 3176.30亿元，是 2010年销售额的 7.77倍，同比增长 24.70%，

封装测试业的销售额 2763.00亿元，是 2010年销售额的 4.37倍，同比增长 10.1

0%。同时，由于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处于整个产业链的顶端，对整个市场起着导

向作用，但因其技术壁垒程度高，所需投资巨大，所以很少有企业涉足这一领域，

最后造成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初期的结构严重失衡。

表 3.1 我国集成电路各产业销售收入情况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设计业（亿元） 383.00 526.40 621.68 808.80 1047.40 1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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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制造业（亿元） 409.00 431.60 501.10 600.86 712.10 900.80

封测也（亿元） 632.00 975.70 1035.67 1098.85 1255.90 1384.00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设计业（亿元） 1644.30 2073.50 2519.30 3063.50 3778.40 4519.00

制造业（亿元） 1126.90 1448.10 1818.20 2149.10 2560.10 3176.30

封测也（亿元） 1564.30 1889.70 2193.90 2349.70 2509.50 2763.00

数据来源：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从表 3.2可以看出，2010年，测试业的比重为 44.38%，而设计业的比重为 2

6.9%，产业结构呈现不均衡现象。不过，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之后，一些封测

和制造企业已经逐渐转向了设计业，很多资金实力强大的企业也开始进入到了设

计和制造领域，因此，设计业作为产业链的最前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了 2

016年，设计业的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了 1644.30亿元，在集成电路产业中所占的

比重已经达到了 37.93%，首次超过封测业以及制造业。在我国的这一垂直分工

的商业模式中，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构成了三个稳定的部分，各部分

所占比例相近，产业结构趋于均衡。近年来，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我国的集成

电路设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设计业的占比也在不断地提高，截止到 2021年，

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业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43.21%，成为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中流砥柱。

表 3.2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三大环节占比情况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设计业占比 26.90% 27.22% 28.80% 32.24% 34.74% 36.71%

制造业占比 28.72% 22.32% 23.22% 23.95% 23.62% 24.95%

封测业占比 44.38% 50.46% 47.98% 43.80% 41.65% 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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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设计业占比 37.93% 38.32% 38.57% 40.51% 42.70% 43.21%

制造业占比 25.99% 26.76% 27.84% 28.42% 28.93% 30.37%

封测业占比 36.08% 34.92% 33.59% 31.07% 28.36% 26.42%

数据来源：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3）贸易逆差仍在进一步扩大

长期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口量每年几乎保持只增不减的状态，虽然近

几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转变，我国集成电路在技术上和规模上都在不断提升，

其在产品设计、制造以及封装测试上都紧追着国外的先进技术水平，但是仍存在

贸易逆差扩大的情况。根据海关统计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 63

54.8亿块，同比增长 16.9%；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 3107亿块，同比增长 19.

6%，2021年我国的贸易逆差量高达 3247.8亿块，比上年增长 14.5%，我国的集

成电路进口量在不断增加，导致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从图 3.3可以看出，2021

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 4325.5亿美元，同比增长 23.6%，出口金额 1537.9亿

美元，同比增长 31.9%。进口金额增长幅度比出口金额增长幅度较高。由此可见，

我国集成电路对国外进口的依赖性仍然较大。

图 3.3 我国集成电路进口和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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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集成电路企业数量及分布情况

根据企查猫数据整理得出，截止 2022年 7月，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数量总计

29561家，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省有 10696家，其次是福建省 3453家，第三则

是江苏省，有 2454家。从分布区域来看，我国集成电路企业主要分布在华南和

华东地区，占比分别为 38.01%、35.67%，西南地区占比达 7.93%，西北地区占

比为 6.76%，华中地区占比为 5.55%，华北和东北企业占比比较少，分别为 3.21%、

2.86%。此外，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位

于榜首的省份是江苏省，产量高达 1186.14亿块，其次是甘肃省，产量达 643.04

亿块，广东省排第三，产量为 539.39亿块，也就是说 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

超过 500亿块的只有这三个省份。

图 3.4 我国集成电路企业占比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企查猫数据整理所得

3.1.3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入情况

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为了突破美国的制约，我国集成电路企业需要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加快实现集成电路关键性产品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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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泰安数据库上市企业研发创新板块的相关数据显示，集成电路上市企业在

研发投入额和研发强度方面均有很大的进步。从研发投入总额来看，2021 年研

发投入突破 10亿元的有 9家，然而这与全球顶尖的半导体公司相比，还存在很

大的差距，以下是 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排名前十的研发支出的统计情况。

由上表 3.3可知，2021 年排名前十的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入总计约为 185.3

7亿元，其中排名第一的中芯国际研发支出为 41.21亿元，占研发支出总和的 22.

22%；北方华创研发支出领居第二，达 28.92 亿元；占研发支出总和的 15.6%；

位于排名第三的韦尔股份研发支出约达 26.2亿元，占研发支出总和的 14.13%。

而进入前十的三家三安光电、通富微电和兆易创新研发支出总和 314859.2万元，

占排名第一的中芯国际研发支出总和的 76.4%，仅约占研发投入总和的 17%。同

时，研发投入强度超过 30%的只有汇顶科技和寒武纪两家企业，这也表明我国领

先的半导体公司研发投入仍然有待加强。

表 3.3 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支出排名前十统计表

排名 企业 研发支出（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占比

1 中芯国际 412059.20 3563063.40 11.56%

2 北方华创 289242.97 968347.81 29.87%

3 韦尔股份 261979.29 2410350.96 10.87%

4 汇顶科技 198221.58 571287.18 34.70%

5 纳思达 145165.78 2279165.85 6.37%

6 长电科技 118566.65 3050241.79 3.89%

7 寒武纪 113574.06 72104.53 157.51%

8 三安光电 114593.10 1257210.09 9.11%

9 通富微电 106245.87 1581223.28 6.72%

10 兆易创新 94020.22 851022.35 11.05%

资料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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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梳理

3.2.1集成电路设计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出台最早的是设计业企业，可追溯至 200

0年，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为定期减免税、技术转让所

得减免、加速折旧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其中除了定期减免税为集成电路企业

的特有优惠政策外，其余政策均为一般性质的优惠政策。

表 3.4 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梳理

类别 政策要点 政策依据

定期减免

在我国境内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

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前两年免税，后三年享

受减半政策。

财税[2000]25号、财税[2

012]27号、财税[2019]68

号、财税[2020]29号、四

部门[2020]45号

国家规定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若当

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可享受减按 10%的税率征收。
财税[2012]27号

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

利年度起前五年免，接续年度减按 10%的税率征收。
四部门[2020]45号

技术转让

所得减免

居民企业的年度技术转让所得：≤500万元的部分，

免征；>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
国税发[2015]82号

加速折旧

1.购进并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

≤100 万元的，允许在税前一次性扣除；单位价

值>100 万元的，允许按不低于税法规定折旧年限的

60%缩短折旧年限，或选择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

数总和法进行加速折旧。2.单位价值≤5000元的，允

许在税前一次性扣除。3.对其购置的新固定资产，最

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

的 60％；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国税发[2009]81号、国税

发[2014]64号、财税[201

4]75号、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5年第 68号

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
按照 75%加计扣除或 175%进行摊销。 财税[201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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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4

类别 政策要点 政策依据

其他
可以将企业单独核算的职工培训费用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按照实际发生额扣除。
财税[2012]27 号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整理所得

3.2.2集成电路制造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为了缩小与生产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激发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家针对不同线宽的集成电路企业项目有了更加详细的规定，相比集成电路设计

企业和封装测试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规定比较复杂。

表 3.5 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梳理

类别 政策要点 政策依据

生产线宽<0.8微米(含)的，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实

行第一至二年免征，第三至五年按照法定税率减半征收

所得税。

财税[2002]70号、财

税[2018]27 号、财

税[2012]27 号

定期减免

1.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企业：（1）线宽<130纳米，且经

营期>10年的，实行“两免三减半”的政策；（2）线宽

<65纳米或投资额>150亿元，且经营期>15年的，实行“五

免五减半”的政策。2.2017年 12月 31日前设立但未获

利的集成电路：（1）线宽<0.25微米或投资额>80亿元，

且经营期>15年的，实行“五免五减半”；（2）线宽<0.8

微米（含）的，实行“两免三减半”。

财税[2018]27 号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1.线宽<28纳米(含),且经营期>15

年的，十年免征；2.线宽<65纳米(含)，且经营期>15年

的，五免五减半；3.线宽<130纳米(含)，且经营期在 10

年以上的，两免三减半。

四部门[2020]45号

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

按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或 175%进行摊销。 财税[2018]99号

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或 200%摊销。 财税[202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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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类别 政策要点 政策依据

加速折旧

同上述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政策，满足一定条件可以进行

加速折旧，单位价值没有超过一定数额的可以在税前一

次性扣除。

国税发[2009]81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4号、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

15年第 68号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

短，最短可为 3年(含)。
财税[2012]27 号

亏损弥补

线宽<130纳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属于 5个纳

税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

总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10年。

四部门[2020]45号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整理所得

3.2.3集成电路封测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我国集成电路封测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相比设计业和制造业出台比

较迟，而且目前出台的政策也比较少。

表 3.6 我国集成电路封测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梳理

类别 政策要点 政策依据

定期减免

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测企业，自获利年度起，

实行“两免三减半”政策。

财税[2015]6 号、四部门[20

20]45号

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封装测试业），

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财税[2014]59号

加速折旧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其折旧年限可以

适当缩短，最短可为 3年(含)。
财税[2012]27号

同上述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政策，满足一定条件可

以进行加速折旧，单位价值没有超过一定数额的

可以在税前一次性扣除。

国税发[2009]81号、财税[2

014]74号、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4年第 64号、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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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6

类别 政策要点 政策依据

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

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或 175%

进行摊销。
财税[2018]99号

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或 200%

摊销。
财税[2021]13号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整理所得

3.3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3.3.1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条件比较苛刻

相比集成电路制造业环节，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业企业在实施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封测业和其他企业可以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更少。从长期来看，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不全，会直接阻碍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进而使得企业在产业链前端的生产环节受

到阻碍，导致我国的相关产业难以转型。从产业链层面来看，目前我国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无法全面覆盖集成电路产业，成为了部分集成电路的专属优惠政策。

比如我国鼓励的集成电路企业需要满足一定的线宽和经营期才能实行相应的免

征或者减征优惠政策，与此同时，规定企业内部的研发费用比例、员工学历的占

比以及研发成员占总人数的比例等要满足的一定的标准才能享受相应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如此苛刻的条件，致使绝大一部分集成电路企业享受不到优惠政

策。而我国处于初创期的一部分集成电路企业，企业自身没有能力进行资金投入，

更谈不上享受国家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导致企业没有过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

环节，从而与其他企业没有竞争优势。

3.3.2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研发环节的激励力度不够

研发作为集成电路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环节，是将思想和理论付诸于实践

的一个初级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人员和研究设备等资源，研发投入量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着科研成果的产出量。而目前我国集成电路方面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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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要偏向激励已经形成科技实力，并且在科研成果中取得实质性技术收入的

高科技企业，而对一些发展比较缓慢、急需进行更新换代的科技型企业等仍然缺

乏针对性的激励政策，这会导致企业只关注科技技术的应用，而忽视其投入。其

次，研发人员作为研发投入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在集成电路产业上仍然存

在缺少领军和高端人才，就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体系中，尚未有直

接针对研发人员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才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因此，

应该进一步扩大研发激励政策，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

3.3.3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狭窄

从目前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来看，设计业和制造业企业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多一点，封装测试业享受的优惠政策还是比较少，这将使集成电路产业链内

部的互动和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从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来看，涉及到设计工具、

设计服务、电子化学品、基板、密封材料、检测、安装、维修等这些方面尚未有

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进一步扩增来壮大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因此，在不断

加大支持设计业和制造业企业优惠力度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集成电路封装和测

试业的支持，因为集成电路封装不仅要实现外部的电气与集成电路芯片内键合点

的连接，而且要能为芯片运行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工作环境，所以要进一步提高

集成电路封装技术，完善封装系统，这是集成电路封装企业努力的方向，而这份

努力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所以要扩增对集成电路封装业的企业所得税优

惠力度。其次，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定期减免的优惠政策，是需要企业符合一定的

投资额以及经营期等条件才能享受的，这会使一部分企业无法享受其优惠政策。

因此，亟需扩大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均衡产业链内税收优惠政策，

这将有利于助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3.3.4尚未引入风险投资方面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集成电路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其资本是企业进行研

发创新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有投资就会存在风险，集成电路产业的前期需要投入

大量资金，研发周期比较长，从而回报具有延缓性，整个研发过程和后续的市场

接纳情况等都存在着风险，但是目前我国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有关集成电路企业

风险资本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将导致资本家的投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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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企业就无法获得资本家的资金支持，从而企业无法开展研发工作，进一步

体现了集成电路企业对风险资本的迫切需求。风险资本作为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资

金的重要来源，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对改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具有重要

作用。虽然我国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

无法满足部分中小创新企业的需求。据《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

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投融资金额总计 1235.65亿元，

而目前我国尚未专门出台关于集成电路产业风险资本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必

须加快扩大有关风险资本的优惠政策，加速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优化和促进其

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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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章利用集成电路上市企业数据构建指标体系和模型，进而分析实证结果。

4.1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4.1.1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执行，既能给集成电路企业带来一些税收方面的好处，

又能提高企业的内部资金，同时还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最终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企业的综合绩效水平。首先，对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可以减轻企业的

税收负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减少企业资本外流，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将用这

部分额外的资金来加大投资力度，扩大生产规模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进而促进

产业经济增长。其次，针对集成电路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

在税前加计扣除这项政策，企业要想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就必须拥有大量的研

发费用，这将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而有效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

企业竞争水平进一步提高，自然企业的创新绩效也随之增加。再者，在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和投资基金的支持下，随着先行集成电路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加入到这个行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集成电路的就业需

求，使得就业率得以提高，增加税收贡献度，进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项主要措施，既是集成电路企业

技术创新的财力资源，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

研发主体的损失，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所得税优惠可以促

进企业的综合绩效增长。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的企业综合绩效有正向促进作

用。

4.1.2企业所得税优惠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分析

研发活动的高投入、高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递延收益等特征，致使企业研

发投入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导致企业缺乏研发创新活动的动力，整个社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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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单凭市场机制的调节已经无法足够获得，对此，各国政

府的普遍对策是出台相应的税收激励政策，以此来刺激提高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会提高外部投资者对该企业的认可度，激励投资者

进行大量投资，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而过高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会削弱企

业自身的投资积极性，导致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不足，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企业的投资收益。如果该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不利于于企业研发活动工作的开

展，直至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优惠会直接减少企业现

金流的支出，使得企业资金流保持稳定，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因此，企业所得税

的定期减免、税率调整以及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增加

了企业的投资意愿，使企业的研发活动顺利进行，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起到积

极作用。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手段之一，国内外众多学者也进行

了相应研究。综上所述，在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要想集成电路产业持续

快速的发展，必须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来保驾护航。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激励作用。

4.1.3研发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综合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想要提升自己的竞争水平，就必须进行研发

创新活动，增强其独创性，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不断的知识储备，使得技术水平保

持在一定高度，从而就会拥有其他企业无法模仿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产品的更

新换代和服务的转型升级会使企业具有抢占最新市场的优势，企业获得高额的利

润回报，进而提升盈利水平。政府为了激励集成电路企业研发创新，制定了相关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降低企业的税负，确保企业资金运行正常，进而提高

企业的绩效水平，企业综合绩效水平提高，可以有效地激发企业再次开展研发创

新活动的热情，进一步的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来提升企业的绩效，进而形成

一个日益完善的社会经济结构，促使集成电路行业发展进一步转型升级。目前学

术界对税收优惠、研发投入和企业综合绩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是比较少。

本文按照“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投入—企业综合绩效”的研究思路，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3：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综合绩效水平之间

存在中介效应作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研究

32

4.2模型设计

4.2.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为了避免信息披露不详细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剔除 2015-2021年间所有

的 ST、*ST企业；剔除关键变量数据残缺、资料不全的企业；剔除单个指标存

在极端、异常情况的企业。最终选取了集成电路行业 2015-2021年连续 7年 43

家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

部分缺失数据来源于同花顺、巨潮资讯网及年报，个别指标的数据是由原始数据

手工计算整理得出。

4.2.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根据税收激励理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能够直接降低集成电路企业

的税收负担，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使企业现金流得到提升，进而使企业能

够把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和生产规模，提高企业产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强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企业的单一绩效相比，企业

综合绩效更能够准确体现企业的绩效水平。本文选用常见的财务指标，如表 4.1

所示，分别从盈利、偿债、营运、发展四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从

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即选用研发人员占比和无形资

产净值占比来衡量投入和产出水平。社会绩效水平用就业率和税收贡献度来衡量。

最后通过经营、创新以及社会三个方面对集成电路企业的综合绩效进行评估，采

用熵值法计算 16个指标的权重，从而计算出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

作为被解释变量。熵值法具体计算步骤展示在附录中。

表 4.1 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指标评价体系

被解释变量 分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综合绩效 经营绩效 盈利能力

总资产回报率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销售净利率 净利润/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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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被解释变量 分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企业综合绩

效

经营绩效

盈利能力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偿债水平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营运状况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存货周转率 营业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固定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固定资产净值

发展潜力

营业利润增长率
(年末营业利润-年初营业利

润)/年初营业利润

所有者权益率
(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

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

净利润增长率
(当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上

期净利润

创新绩效

创新投入 研发人员比率 研发人员数/总数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比率 无形资产净值/总资产

社会绩效

税收贡献 税款缴纳率 所得税费用/期末资产总额

就业率 就业增长率
(本年就业人数-上年就业人

数)/上年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所得

如表 4.2所示，根据熵值法计算出的得分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综合绩效（�）

得分呈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经营绩效在企业综合绩效中占据重要地位，创新绩

效次之，社会绩效得分最低，在 2015-2021年间三种绩效得分均呈现先下降再上

升的态势；从单个指标得分来看，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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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综合得分表

年份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总资产净利率 0.0868 0.0875 0.0850 0.0802 0.0818 0.0833 0.0910

销售净利率 0.0438 0.0437 0.0426 0.0420 0.0423 0.0431 0.0449

营业利润率 3.6360 3.6488 3.5959 3.5311 3.5292 3.6265 3.7720

流动比率 0.3859 0.3462 0.3445 0.2971 0.2960 0.3037 0.3008

速动比率 0.4177 0.3674 0.3672 0.3139 0.3142 0.3276 0.3133

资产负债率 0.4797 0.4913 0.4938 0.5337 0.4597 0.4611 0.4210

总资产周转率 0.5019 0.4807 0.4257 0.3705 0.3650 0.3512 0.3883

存货周转率 0.1819 0.2445 0.1823 0.1830 0.1845 0.1966 0.1795

流动资产周转率 0.4376 0.4527 0.3759 0.3095 0.3429 0.4569 0.3998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率 0.0315 0.0317 0.0315 0.0311 0.0311 0.0326 0.0336

净资产同比增长率 0.0336 0.0323 0.0332 0.0324 0.0329 0.0323 0.0332

净利润增长率 0.0553 0.0525 0.0533 0.0538 0.0524 0.0546 0.0592

研发人员占比 0.5030 0.4684 0.4781 0.4697 0.4821 0.4773 0.4844

创新产出比率 0.8117 0.7756 0.5986 0.5816 0.5761 0.5932 0.5792

税款缴纳率 0.0354 0.0353 0.0343 0.0337 0.0347 0.0343 0.0347

就业增长率 0.1121 0.0987 0.0784 0.0787 0.0917 0.0896 0.1007

经营绩效 6.2917 6.2793 6.0309 5.7783 5.732 5.9695 6.0366

创新绩效 1.3147 1.244 1.0767 1.0513 1.0582 1.0705 1.0636

社会绩效 0.1475 0.134 0.1127 0.1124 0.1264 0.1239 0.1354

企业综合绩效 7.7539 7.6573 7.2203 6.942 6.9166 7.1639 7.2356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所得

（2）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刘思涵计量实际税率的方法计算企业所得税优惠额，同时参考彭熠、

胡剑锋的研究方法，将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即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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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优惠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解释变量。

实际税率=消除递延所得税后的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企业所得税优惠额=（名义税率-实际税率）*利润总额

企业所得税优惠=企业所得税优惠额/营业收入

（3）中介变量

集成电路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必将重视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因此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介变

量。考虑到不同规模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相对指标研发投入强

度可以真实反映不同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参考其他学者对研发投入强度的衡量

标准主要是基于主营业务收入、市场价值和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容易受利润操

纵和盈余管理的影响，而且我国市场还不完善，市场价值的选择不具备真实性，

因此本文选择总资产作为计算依据更具有可靠性。计算公式为：研发投入强度=

研发投入/总资产。

（4）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从众多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得到，企业规模会对企业的

绩效水平产生影响，企业规模不同，其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获得性和研发的投入力

度也不同，进而会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有资产总额、销售

额、员工总人数以及客户数等，本文选用学者最常用的总资产取对数来衡量，即

企业规模越大说明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进而会对企业的绩效水

平产生影响，即对企业综合绩效产生正向激励作用。

资本密集度（��）：集成电路作为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高技术要

求的机械设备和高技术含量的依赖程度很高，可见固定资产投入对企业的重要性，

该指标越大，技术含量越高，从而企业的产品利润通常也高，本文用固定资产/

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资本密集度，即资本密集度越大，企业的绩效水平越高。

每股收益（���）：本文选择企业年报中的基本每股收益，每股收益越高，

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好，资产的增值能力越强，股利分配来源越充足，即每股

收益越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综合绩效水平。

固定资产周转率（��TR）：又称为固定资产利用率，指的是企业年销售收

入净额与固定资产平均净值的比率，计算公式为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平均净值。

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营运能力，该指标越高，说明固定资产利用效率越好，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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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即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企业的绩效越好。

应收账款周转率（���）：指的是一定时期内营业收入同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的比率，该比率越高，说明企业收账速度快，期限短，资产流动快，增强企业变

现能力。反之，会使资产呆账甚至形成坏账损失，造成资产不流动，对企业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即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企业综合绩效的提升效果越明显。

表 4.3 研究变量符号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综合绩效 � 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 企业所得税优惠 ���
(名义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利
润总额/营业收入

中介变量 研发投入强度 �� 研发投入/总资产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 ��(总资产)

资本密集度 �� 固定资产/总资产

每股收益 ���
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当期发行

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固定资产周转率 ��TR 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平均净值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4.2.3模型建构

（1）为了检验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综合绩效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式 4.1)

（2）为了检验企业所得税优惠与研发投入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式 4.2)

（3）为了检验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综合绩效三者间的相关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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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模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 + ��,� （式 4.3）

上述模型中，i为第 i家集成电路上市企业，t为年份， firm表示个体固定效

应， year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

4.3实证结果分析

4.3.1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 stata15.0软件整理出表 4.4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企

业综合绩效的最大值为 0.485，最小值为 0.058，平均值为 0.169，标准差为 0.04

7，说明不同集成电路企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综合绩效差距。从解释变量企业所

得税优惠来看，标准差为 0.167，最小值为 0.000，最大值为 1.959，说明部分集

成电路企业享受到了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优惠，部分企业没有享受到，而平均值为

0.024则说明整体来说大部分企业还是享受了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从研发投

入强度的角度看，平均值为 0.061，说明整体上我国集成电路企业具有较强的市

场竞争力，最大值为 0.618，最小值为 0.001，标准差为 0.062，说明我国整体上

集成电路企业有较高的的研发投入强度，但是各企业间投入资金仍存在差距。从

控制变量角度来看，企业规模最大值为 26.16，最小值为 18.10，标准差为 1.410，

可以看出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规模差异。资本密集度平均值为 0.813，标准差

为 0.657，最大值为 3.538，最小值为 0.014，可见集成电路各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我国集成电路的一部分企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有发展潜

力。每股收益的平均值为 0.690，标准差为 1.134，最大值为 8.700，最小值为-3.

003，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增值能力等存在较大差距。固定资产周转率最大

值为 1018，最小值为 0.061，标准差为 108.7，平均值仅为 27.19，可见各企业对

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不同，利用率高的企业也仅仅是少数一部分，绝大部分企业

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平均值为 7.775，标准差为 15.30，最大值

为 142.4，最小值为 0.287，可以看出也存在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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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p50 sd min max

企业综合绩效 301 0.169 0.163 0.047 0.058 0.485

企业所得税优惠 301 0.024 0.018 0.166 0.000 1.959

研发投入强度 301 0.061 0.042 0.062 0.001 0.618

企业规模 301 21.79 21.73 1.410 18.10 26.16

资本密集度 301 0.813 0.813 0.657 0.014 3.538

每股收益 301 0.690 0.400 1.134 -3.003 8.700

固定资产周转率 301 27.19 3.559 108.7 0.061 1018

应收账款周转率 301 7.775 4.011 15.30 0.287 142.4

4.3.2相关性分析

由表 4.5可以看出，企业综合绩效与企业所得税优惠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 0.233，与研发投入强度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为 0.179；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所得税优惠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212，

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三个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控制

变量方面，企业综合绩效与企业规模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170，与资本密集度和每股收益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与固定资产周

转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753，与应收账款周转率亦有相关

关系；企业所得税优惠与资本密集度和每股收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企业规模、

固定资产周转率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无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强度除了与固定资产

周转率无相关关系外，其余控制变量均与研发投入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此外，本文对变量进行了 VIF检验，值均小于 10，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 4.5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 ���� �� ��� ���� ���

� 1.000

��� 0.2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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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 ��� �� ���� �� ��� ���� ���

�� 0.179*** 0.212*** 1.000

���� 0.170*** 0.082 0.266*** 1.000

�� 0.143** 0.187*** 0.273*** 0.278*** 1.000

��� 0.112* 0.131** 0.174*** 0.001 0.291*** 1.000

���� 0.753*** 0.018 0.016 0.174*** 0.356*** 0.024 1.000

��� 0.073** 0.016 0.324*** 0.117** 0.289*** 0.137** 0.002 1.000

注:*** 、 ** 、 * 分别表示通过了 1%、5%和 10%的置信水平

4.3.3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在 stata15.0软件中对 2015-2021年集成电路 43家企业的 301个样本数据进

行回归的过程中，通过豪斯曼检验来确定模型，最终根据检验得到后的 P值确定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其回归结果如表 4.6所示。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中，企业所

得税优惠与企业综合绩效在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209，从经济意义上来说，

集成电路上市企业享受的所得税每增加 1 个单位，其企业综合绩效相应地增加

0.209个单位，从统计意义上来说，在样本期内企业所得税优惠有 99%的概率将

显著增加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的企业综合绩效，表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能提高企

业的整体绩效水平，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1成立。

从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6）中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综合

绩效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 0.272，说明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综合绩

效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企业规模与企业综合绩效通过 5%显著检验，说明企业扩

大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综合绩效水平。资本密集度与企业综合绩效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资本密集度每增加 1个单位，企业综合绩效提高 0.042

个单位，表明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将使企业得到更大的利润。每股收益与企业

综合绩效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每股收益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企业综合绩

效。固定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与企业综合绩效均在 1%的水平上均显著

正相关，说明企业利用固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的效率越好，企业综合绩效水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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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样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则说明对企业综合绩效的水平也越高。

表 4.6 企业所得税优惠与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回归结果分析

(1) (2) (3) (4) (5) (6)

� � � � � �

企业所得税优惠 0.209*** 0.240*** 0.202*** 0.221*** 0.233*** 0.272***

(2.71) (3.00) (2.61) (3.25) (3.52) (3.66)

企业规模 0.086* 0.087* 0.139**

(1.83) (1.69) (2.45)

资本密集度 0.083*** 0.042**

(3.81) (2.05)

每股收益 0.049** 0.041** 0.028*

(2.37) (2.44) (1.92)

固定资产周转率 0.361*** 0.357*** 0.330***

(13.51) (13.55) (11.84)

应收账款周转率 0.982*** 0.997***

(3.72) (3.62)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05*** 0.349** 0.368*** 0.094*** 0.148*** 0.085**

(13.93) (2.43) (2.37) (20.62) (9.81) (2.24)

� 301 301 301 301 301 301

�2 0.4031 0.3039 0.5910 0.6708 0.6798 0.7155

注:*** 、 ** 、 * 分别表示通过了 1%、5%和 10%的置信水平

4.3.4中介效应分析

（1）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如表 4.7所示，将研发投入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7）），可以看出

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所得税优惠在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705，即企业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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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优惠每增加 1个单位，就会增加 0.705个单位的研发投入强度，说明企业享受

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对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果，也就是说，企业所得

税优惠可以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所以研究假设 2成立。控制变量上来看，企

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研发投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而增加。资本密集度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系数为 0.034，在 1%的水平上

通过，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对技术的使用越倾向于更加标准化，从而使得研

发投入中的资金占比提高。每股收益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固定资产周转

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均通过了 1%的显著检验，周转率越高，说明企业利用资产

的效率越高，进而有更多资产运用到研发活动中，提高研发投入。

其次，将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介变量加入其中（模型（8）），结果表明在

5%的水平上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综合绩效呈显著状态，说明集成电路企业的研

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综合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系数为 0.082，即在其他因素不发

生变化的前提下，企业每多出 1个单位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的综合绩效就会多

出 0.082个单位，说明企业的综合绩效也会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即企业

的研发创新使得企业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此外，在有了研发投入强度条件下，

在 1%的置信水平上，集成电路企业的综合绩效与企业所得税优惠具有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相应的回归系数是 0.148，说明企业享受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利于

企业综合绩效的提升，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样本企业所享受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每增加 1个单位，相应地，企业综合绩效将提升 0.148个单位。从与控

制变量的关系中来看，中介变量研发投入强度的加入，企业规模与企业综合绩效

通过了 5%置信水平的检验，系数为 0.068，说明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方

面的支持，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创新活动中，进而企业就可以追求更多

的利润，有利于提升企业综合绩效水平。资本密集度与企业综合绩效在 1%的水

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意识越强，进而企业有

更多获取利润的可能。每股收益与企业综合绩效通过了 1%的检验，说明每股收

益越高，说明集成电路企业获得收益更高，从而加大研发投入来提高企业综合绩

效。固定资产周转率与企业综合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投入的固定资产进

行经营活动的效率越好，流入研发阶段的也就越多，进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

水平。应收账款周转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性，说明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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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可以能够促进加大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综合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表 4.7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注:*** 、 ** 、 * 分别表示通过了 1%、5%和 10%的置信水平

（2）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按照（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第一步，检

（7） （8）

�� �

企业所得税优惠 0.705*** 0.148***

(4.24) (2.67)

研发投入强度 0.082**

(2.15)

企业规模 0.041*** 0.068**

(4.94) (2.31)

资本密集度 0.034*** 0.078***

(5.20) (6.53)

每股收益 0.011*** 0.045***

(3.43) (2.83)

固定资产周转率 0.267*** 0.229***

(4.56) (9.81)

应收账款周转率 0.206*** 0.802***

(3.65) (3.94)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626*** 0.068

(6.70) (0.74)

� 301 301

�2 0.2570 0.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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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模型（6）中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综合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发现在 1%的置

信水平上显著，系数值为 0.272，符合中介效应的基本条件，则进行接下来的中

介效应检验；第二步，检验模型（7）中企业所得税优惠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

回归系数，发现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系数值为 0.705。接着检验模型（8）

中的中介变量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综合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发现在 5%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系数值为 0.082，所以是存在中介效应的。第三步，检验模型（8）

中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综合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发现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

著，系数值为 0.148。因此，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在企业所得税优惠和企

业综合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本文研究假设 3也成

立。通过计算可以得出，集成电路企业所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综合绩效

的总效应为 0.272，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综合绩效的直接效应为 0.148，企业所

得税优惠通过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综合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0.0578（0.705*0.082）。

因此，研发投入强度在企业所得税优惠和企业综合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比例是 21.25%（0.0578/0.272）。

4.3.5异质性分析

我国各大集成电路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享受的优惠政策是不一样的，为了

进一步研究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不同规模集成电路企业激励作用的异质性，本文将

企业分为大规模和小规模两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如表 4.8所示，在基准模型回归

结果中，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企业综合绩效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大小规模企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93

7和 0.861，可见，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大规模集成电路企业的企业综合绩效促进

作用更大。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大小规模企业综合绩

效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大规模企业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 0.713，

小规模在 5%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 0.663，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

成电路大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比较大。可见集成电路大规模企业更吸引投资。目

前我国集成电路企业企业所得税优惠门槛比较高，并且面临的投资额大，企业享

受企业所得税优惠需要满足苛刻的条件，这使得一部分小规模企业无法享受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导致吸引外来投资的力度减小，企业资金不足，导致研发出现

停滞，技术无法突破，进而企业无法获得收益，企业综合绩效无法达到一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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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规模异质性检验

注:*** 、 ** 、 * 分别表示通过了 1%、5%和 10%的置信水平

4.3.6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模型（6）替换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经营

绩效�3（模型（13））和创新绩效�4（模型（14））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7）

更换中介变量的变量定义为研发投入/营业收入，用��1表示，模型（8）替换被

解释变量分别为经营绩效（模型（16））和创新绩效（模型（17））来进行稳健

小规模 大规模

（9） （10） （11） （12）

�1 �1 �2 �2

企业所得税优惠 0.861*** 0.663** 0.937*** 0.713***

(3.11) (2.33) (2.90) (2.86)

企业规模 0.012*** 0.107***

(3.45) (3.01)

资本密集度 0.067** 0.054**

(2.14) (2.52)

每股收益 0.025** 0.012*

(2.15) (1.78)

固定资产周转率 0.082* 0.671**

(1.85) (2.06)

应收账款周转率 0.105 0.126**

(1.55) (2.43)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264*** 0.508*** 0.348*** 0.196**

(11.62) (6.72) (14.39) (2.26)

� 238 238 63 63

�2 0.2582 0.1941 0.2029 0.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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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9。模型（13）与模型（14）中企业所得税优惠与经营

绩效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创新绩效在 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著，回

归系数分别为 0.118和 0.102，说明企业所得税优惠对经营绩效和创新绩效均有

显著激励效应。从模型（15）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所得税优惠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323，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优惠

每增加 1个单位，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将增加 0.323个单位，企业所得税优惠有

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控制变量来看，除每股收益外均呈显著效应，

说明增加其可以对研发投入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从模型（16）和模型（17）可以

看出，加入中介变量后，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经营绩效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与

创新绩效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同时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经营绩效和创新

绩效均呈正向显著关系。从控制变量上来看，均与企业经营绩效有明显的正向关

系，说明扩大企业规模与资本密集度以及提高每股收益、固定资产周转率和应收

账款周转率都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创新绩效与控制变量均具有正

向显著效应。因此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更换中介变量的变量定义后，模型的回归

结果与原模型的回归结果一样，则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平稳的。

表 4.9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

（13） （14） （15） （16） （17）

�3 �4 ��1 �3 �4

企业所得税优惠 0.118** 0.102*** 0.323*** 0.081* 0.025***

(2.00) (2.75) (2.75) (1.84) (2.93)

研发投入强度 0.220*** 0.127***

(4.51) (8.68)

企业规模 0.028** 0.056*** 0.052* 0.032** 0.118***

(2.24) (6.04) (1.86) (1.98) (6.31)

资本密集度 0.032* 0.076*** 0.324*** 0.078* 0.090***

(1.82) (7.42) (6.00) (1.76) (4.50)

每股收益 0.010 0.059* -0.009 0.079*** 0.098***

(1.24) (1.91) (-1.31) (3.25)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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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9

（13） （14） （15） （16） （17）

�3 �4 ��1 �3 �4

固定资产周转率 0.393*** 0.350*** 0.305*** 0.203*** 0.578***

(2.63) (3.18) (5.20) (6.28) (3.29)

应收账款周转率 0.290* 0.197** 0.193*** 0.112*** 0.360***

(1.73) (2.15) (2.85) (3.84) (2.76)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521* -0.092*** 0.580* 0.081** 0.485***

(-1.89) (-4.87) (1.88) (2.13) (6.10)

� 301 301 301 301 301

�2 0.4406 0.2587 0.5424 0.4316 0.4036

注:*** 、 ** 、 * 分别表示通过了 1%、5%和 10%的置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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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案例分析

本章在上一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案例企业进行分析补充。

5.1案例分析目的和选取

5.1.1案例分析目的

案例分析是通过对某一特定实例的研究，运用有关的理论知识，对企业进行评估和

建议。实证分析指的是利用计量学的方法，对事物过去的数据展开客观的分析，并以事

物相互之间的规律为依据，对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进行预测。鉴于通过实证分析，我们

可以将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进行验证，但是

我们并不能将所证实的结果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此，还需通过实

例分析，得到相应的理论结论。相对于实证研究而言，个案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二者

可以互补，互相印证。

具体而言，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目的如下：（1）对已有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检验。

从现实视角验证结果，可以为我国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并有着

一定的实际意义。（2）对已有的研究结果作进一步的补充。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综合

绩效与其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情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改进的方向，并对相关研究理论进行了补充。

5.1.2案例企业选取原则

案例研究既可以采用单一案例研究，也可以采用多重案例研究，两者都有各自的优

缺点。因为单案例分析可以通过与所选择的案例背景相结合，来重新提炼出分析规律与

理论，对原有的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确保案例变得更加具有分析深度。为此，

本文选取一个案例进行研究，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本文选取 S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的原则如下：（1）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涉及集成

电路设计业、制造业或者封装测试业的企业，而 S企业以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开发、销售

及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是一家典型的集成电路企业。（2）为保证资料的可得性与完

整性，本文选取的是一家具有较高历史的企业，S企业是一家于 2005年在深圳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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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3）本文是对企业所得税优惠与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之间产生的影响进行研

究，所以选择的企业必须在 2015—2021年间均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而 S企业享

受了企业所得税的定期减免、税率优惠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

5.1.3案例企业简介

S企业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深耕二十余年，在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供应链和客户

资源等方面积累形成了体系化的竞争优势，已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龙头之一。S

企业有两大主业，一个是特种集成电路，另一个是智能安全芯片，同时在石英晶体频率

器件与半导体功率器件等方面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为金融、汽车、移动通讯等行业提供

芯片、系统解决方案以及最终产品。2021 年 S企业营业收入 53.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35%，现有 2066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 974人，占比 47.14% ，研发投入金额达 8.6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3.42%，公司新增知识产权授权 62项。在高可靠的集成电路和

智能安全芯片领域，S企业是国内从事设计研发活动最早的企业之一，在我国具有高的

知名度和广泛的品牌影响力。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等荣誉。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为产品升级及新产品的研发提供充分的保障。

5.2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案例企业综合绩效情况分析

5.2.1案例企业税收优惠情况分析

通过对 S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梳理，如表 5.1所示，S企业享受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包括定期减免、税率优惠、技术转让所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及加速折

旧。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仍缺乏针对性和特惠性，研发投入方面的激励政策

仍需加大。

表 5.1 S企业 2015-2021年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优惠类别 优惠条款

定期减免

在我国境内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

受两免三减半政策。

国家规定的重点企业，若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可享受减按 10%的税率征收。

国家鼓励的重点企业，自获利年度起前五年免税，接续年度减按 10%的税率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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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优惠类别 优惠条款

税率优惠 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按 15%的税率征收。

技术转让

所得减免

居民企业的年度技术转让所得：≤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

征收。

加计扣除 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

加速折旧
满足一定条件可以进行加速折旧，单位价值没有超过一定数额的可以在税前一次性

扣除。

资料来源：根据企业年报整理所得

以 S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数据为基础，分析 S企业 2015—2021年享受企业所得税优

惠的情况。在实际中，因为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的存在，企业的真实税率不能用税法规定

的名义税率来体现，所以，在下面的部分中选取实际税率来体现 S企业在企业所得税优

惠方面的享受情况，为当期所得税费用除以利润总额的值。由于 S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根据税法规定，S 企业在 2015—2021 年的名义税率可按照 15%来计算，与其

他享受 25%税率的集成电路企业相比，S企业已经享受了税率方面的优惠。如图 5.1所

示，2015至 2021年 7年利润总额是呈上升趋势的，实际税率由 2015年的 13.72%降至

2021年的 6.62%，整体上均低于名义税率 15%，企业所得税优惠额虽然有所浮动，但是

整体上是上升趋势。所以，S企业的实际税率下降，意味着企业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税收

优惠政策，从而大大减少了企业的税负。

图 5.1 2015-2021年 S企业税收优惠情况

资料来源：企业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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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案例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

S企业十分注重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经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和技术积累，该企业掌

握了特种集成电路和智能安全芯片相关的核心技术，拥有多项核心专利，企业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为产品升级及新产品的研发提供充分的保障。而研发资金的投入强度一直被

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与实证分析一致，研发投入强度用研发支出/总资产的比

值来表示，如图 5.2 所示，S企业的总资产呈逐年上升趋势，与利润总额结合来看，S

企业业绩表现良好。在 2018年的时候，研发费用出现了下滑，但是在其他的几个年份

中，研发费用都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从 2015年的 3.6亿元增长到 2021年的 8.66亿元，

翻了近 2.4倍，表明了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重视。研发投入强度呈先上涨后下降的趋势，

由 2015年的 8.73%上涨至 2017年的 9.66%，再下降至 2021年的 7.47%，但是总体上来

看，S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是可以的。

图 5.2 2015-2021年 S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企业年报

5.2.3案例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投入对企业综合绩效影响效果分析

经过计算，得出如图 5.3所示的 S企业综合绩效得分，总体上来看，2015—2021年

S企业的综合绩效得分呈逐年上升趋势。将企业所得税优惠额与企业综合绩效得分进行

CORREL函数计算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 0.9741，表明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利于促进的企

业综合绩效水平，将企业所得税优惠额与研发投入数据进行 CORREL函数计算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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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关性为 0.8936，表明企业所得税优惠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研发投入，将研发投

入与企业综合绩效数据进行 CORREL函数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 0.8590，说明

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综合绩效水平。

图 5.3 S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投入对企业综合绩效效果分析

资料来源：企业年报

5.3 案例分析总结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选取 S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

象。在对 S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后，从整体上分析了 S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享

受情况、研发投入情况和企业的综合绩效。通过分析发现，目前来说享受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仍然缺乏一定的针对性，研发投入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S企业享受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整体上大幅提升，研发投入资金也在不断增加，无论是企业所得税优

惠，还是研发投入，均和企业综合绩效有很高的相关性。这说明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越多，越有利于提升 S企业的绩效水平，促进 S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对研发投入亦

是如此。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应用使得企业减轻税收负担，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总收益。

同时也可以激励企业进行 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增加研发的投资，从而使企业能够获取

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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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对上两章的结论进行总结，并分别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6.1.1实证结论

本文通过对集成电路产业现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梳理的基础上，选用 43家集

成电路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以企业综合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所得税优惠作为解

释变量，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介变量，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每股收益、固定资产周

转率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综合

绩效产生的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结论：

第一，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推动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提升。税收优惠政策

的本质就是国家将原本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征收的税收收入进行放弃而让渡给企业，

这一部分可以降低企业的现金流出量，在某种意义上缓解企业的资金负担，增加企业的

利润收入，从而促进企业综合绩效的提升。但实际上，可能存在税收优惠对集成电路企

业的针对性不够强等，会对企业综合绩效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可以解决再集成电路企业的创新行为中存在的外部性造成的问题，还可以减少

企业在研发创新过程中的高成本、高风险，对促进企业进行创新，增加公司的资金投资

也是有益的。所以，政府对企业在研发创新过程中提供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第三，研发投入在所得税优惠和企业综合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间效应。在增加了研

发投入强度这个中介变量后，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产生了明显的正

向影响，说明企业所得税优惠通过影响集成电路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

水平。

第四，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大规模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小规模企业

的。企业规模越大，投资吸引力越强，进而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技术水平攀升，

企业综合绩效随着增加。此外，对于集成电路企业来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本身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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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苛刻的，部分小企业无法满足优惠条件，致使一部分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享受不到，

导致资金来源、研发环节以及技术突破均收到限制，从而与大规模企业之间存在绩效差

异。

6.1.2案例企业结论

本文选取 S企业为案例研究对象，以企业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对 2015-2021年的数

据资料进行整理，详细地进行分析该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研发投入的情况，

并进一步对该企业的综合绩效进行分析。通过对案例企业 S企业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企业所得税优惠整体上呈上涨态势，实际税率有所降低，研发投入金额逐年增加，研发

投入强度虽然浮动不定，但是整体上投入强度均超过 7%，企业综合绩效呈上升趋势，

说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起到了一定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企业提高

了对研发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进而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回报，即企业所得税优惠能够有

效提升企业的综合绩效。而作为设计业的龙头企业之一，需要细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和加大研发投入来开展企业创新活动，推动企业加速发展。

6.2政策建议

6.2.1政府层面

（1）为集成电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定弹性条件

从上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可知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集成电路研发投入和企业综

合绩效都有显著正向激励作用。目前我国的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按

照线宽进行划分实行，有享受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以及十年免征的优惠情况，但是

在投资额、企业经营年限以及主营业务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门槛，这虽然有利于提高我国

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提升企业的综合绩效水平，但也限制了很大一部分初创期集成电

路企业的发展。建议可以有差别的对集成电路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对初创期集成电路企

业降低企业所得税优惠门槛，可以增设弹性指标，比如在规定的年限内企业的投资额增

长情况、技术水平的进步速度以及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等在达到规定要求时可以享受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且给与一定的政府补助作为奖励，没有达到则可以在其年份停止实行

税收优惠。其次，上文异质性检验中我国集成电路大规模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综合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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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促进作用大于小规模企业，为了加快小规模企业发展，应该加大对小规模企业的政

策扶持力度，使小规模企业平稳渡过初期，比如对集成电路小规模企业适度下调企业所

得税税率，以鼓励其加大对技术的投资力度。运用弹性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集成

电路企业进行激励，有利于推动集成电路企业的发展，进而提高集成电路企业综合绩效

水平。

（2）加大集成电路企业研发优惠力度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有促进作用，提升参加研发创新

活动的热情，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先进优势，因而政府应该加大对集成电

路企业的研发优惠力度。首先，对集成电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进行调整，可

以按照研究的类别，将其分成几个等级后分别设置扣除比例，例如增加基础研究阶段的

扣除比例，下调试验发展研究阶段的扣除比例。其次，进一步扩大研究开发费的允许扣

除范围。政府可以在研发人员人工费用中纳入间接意义上参与集成电路研发活动的人员

费用，包括临时员工和实习生以及有关的管理人员费用，允许在计算所得税税款前加计

扣除。此外，应该按照研发创新活动的特点，对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进行灵活调整。最

后，应该加大对研发人员的激励政策。降低技术转让所得的适用税率，对股权奖励所得

使用递延纳税政策，提升职工培训相关活动支出的计提比例，降低科研人员的所得税税

率。通过加大集成电路企业的研发优惠力度，一方面在防止人才外流的情况下，可以吸

引新的研发创新人才，吸引投资使得企业有创新动力，进而提升企业的综合绩效；另一

方面，企业享受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节约下来一部分资金，使得企业的研

发成本降低，企业的资金流量增加，进而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生产高质量产品来提高企

业的综合绩效水平。

（3）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

目前我国集成电路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设计业和制造业等产业链的

前端环节，而位于产业链下游的封装测试环节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并不多，甚至

其中某些环节都没有所得优惠政策。为了缩小产业链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差距，政府应

该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尤其加强对封装测试环节的政策偏向，增强集成电路产业

各环节之间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均衡性。从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产业链全

面发展的视角来看，将来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覆盖到整个集成电路产业，打通以

往的所属环节壁垒。同时，延长集成电路企业弥补亏损的期限，并且允许研发支出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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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金在税前可以扣除，进而减轻企业税负。通过政策调整，营造出良好的企业发展

态势，提升企业综合绩效，使得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

（4）引入风险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由于集成电路企业的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周期长、高风险以及收益不确定等特征，

如若风险发生，投资主体和被投资主体都将面临严重损失，为了增强投资意愿，让资金

更好的发挥作用，政府应该引入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对于投资集成电路企业

的投资者们，要根据风险投资企业的投资额，按照一定的比例确定减免的额度；其次，

如果投资失败导致了亏损，该亏损额可以在以后年度内进行抵扣，并按照实际发生的损

失给予一定的财政风险补偿，对于投资取得收益，可以按照一定税率进行优惠。为了避

免风险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出现漏洞，导致滥用优惠政策，可以在政策架构中对能

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风险资本的投资额度、投资方式以及投资年限等进行规范

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优质投资，激励企业进步，给企业综合绩效带来积极影

响。

6.2.2企业层面

（1）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要对自身的政策进行引导，并及时学习国家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对自身是

否能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充分、准确的理解后，与自身的发展策略相配合，进行合

理的应用，避免出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却没有发现企业的行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税

收优惠政策激励作用。比如，通过制作合理的融资方案，利用“税盾”效应，适度地增

加债务，减轻集成电路企业的税收负担；作出合适的投资决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

适当的提高，对企业的专业储备进行升级，并能在此过程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对集

成电路企业生产制造出高品质的电子产品有很大帮助，进而随之提升企业的综合绩效水

平，稳定企业在其领域的实力和地位。

（2）提升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后的赋能创新发展

企业是促进政策落地的执行者，但是部分集成电路企业对于税收优惠政策过于依靠，

从而出现了滥用政策的情况，更严重的是出现了少量的僵尸企业。在集成电路企业中，

应当意识到国家的支持政策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功能，而不是一个促进行业发展的全

部，部分企业在享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后，就满足现状，停留在企业当前的发展阶

段，丧失了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不再继续发展，完全依赖政府的各种优惠，就会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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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活力，这在根本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企业所要寻求的应该是通过支持政策来提

高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增加企业的研发投资，从而让企业自身的发展变得更加强大，

而不应该是花费时间去思考自己会不会符合扶持条件，获得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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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熵值法

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运用熵值法测算被解释变量企业综合绩效。

1.无量纲化处理

本文的 16个指标当中，13个正向指标，3个适度指标，采用极值法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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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熵值法计算权重，可以得出集成电路上市企业的企业绩效综合得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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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于熵值法，整理得出了 43家集成电路上市企业 2015-2021年间各指标的

综合绩效得分，如表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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