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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资研发机构已经成为研发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形式，世界各国对外资研发机构的设立

和发展都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优化环境等多种措施来促进外资研发机构的进

入和发展。我国应对外资研发机构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发挥外资研发机构的作用，

同时加强对外资研发机构的必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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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对外资研发更加重视，

纷纷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外资研发投资

和发展外资研发机构。世界主要国家的做法对我国

制定外资研发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世界主要国家为吸引外资研发机构采取

　………的政策措施

从总体上看，外资研发机构属于外资研发投资

的一种形式，一般采取独立法人和企业内设等方式，

各国采取的促进外资研发的相关政策同样也适用于

外资研发机构。

1.1　把外资研发机构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虽然外资研发机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世界各

国在历史上对如何对待外资研发机构曾有过争论，

但是，当前世界各国对外资在本国开展研发活动

普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

后发工业化国家把促进外资研发投资和外资研发机

构的发展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向，纷纷

修改法律、出台政策，增强对外资研发投资的吸引

力。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围绕跨国公司参与美

国研发活动展开过争论，1996 年，美国工程院成

立了专家委员会 , 对外资研发机构的利弊进行了全

面深入分析，形成了结论 , 认为：美国政府不应为

了保护美国企业而采取特别措施防范外国企业参与

美国的研发活动，对跨国公司在美机构应给予国民

待遇。这些认识成为美国对待外资研发政策的基础

和依据。近年来，美国大学科技园区协会等诸多组

织联合陆续发布了《空间力量：建设美国创新共同

体体系的国家战略》和《空间力量 2.0：创新力量》

等报告，提出了“美国创新共同体”的概念，并把

完备的国际投资环境作为吸引外部创新企业和人才

进入美国创新共同体的重要前提。美国还于 2011

年 6 月提出“选择美国”计划，通过对外营销、投

资决策、信息服务和咨询支持等服务吸引国际资本

进入美国。

日本《通商白皮书》（2009）认为，日本应加

强外商对内直接投资，日本政府决定吸引海外的人

力资源和技术投资日本，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创新机

会，计划在 2020 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要达

到 350 亿日元。2013 年，日本出台复兴战略，吸

引研发中心和全球跨国亚洲总部驻扎在日本，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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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跨国公司在日本新设立的外资研发机构的总部

提供优惠政策。韩国政府则认为，国际部门已不再

是外部变量，而是研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韩国的

研发体系要从“在国内完成”变为“全球联网”，

推动创新体系从“本国决定型”向“全球网络型”

转变。为此，韩国政府必须积极促进别国的研究机

构、劳动力和研发活动的发展，并大胆地开放韩国

的研发体系。2014 年 1 月，韩国政府公布“促进

外国人投资方案”，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韩国设立

企业总部、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印度早在 2002

年发表的《印度 2020 年展望》报告中明确提出了

创立世界级研发中心的目标，并提出利用政策吸引

跨国公司来印度进行研发投资。

1.2　对外资研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是各国吸引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

要手段，对促进外资研发机构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

用。爱尔兰为吸引外资，向来实行低税政策，公司

税仅为 12.5%，个人所得税也较低。为吸引跨国公

司在爱尔兰设研发部门，爱尔兰还实施累积研发支

出可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研发人员可享受税收抵免

政策、转让知识产权可免除印花税等优惠政策。公

司基准年花费在研发活动上的累积研发支出，可享

有 25% 的研发税收抵免，此外，研发支出还可享

有 12.5% 的税收抵免。新加坡企业研究开发支出

可以双倍从应课税收入所得额中扣除，新成立的高

技术公司和从事研发的公司可获得 10 年免税期。

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

得税政策，自 2010 年估税年度起，所得税税率调

整为 17%。跨国公司将区域总部或国际总部设在

新加坡，可分别适用 15% 或 10% 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自 2009 估税年度起，企业在新加坡发生的研

发费用可享受 150% 的扣除。凡享受“先锋企业”

称号的企业，其资金投资于经批准的有利于创新科

技及提高生产力的先进科研项目（本国境内尚无从

事相同行业的公司），还可减免 26% 的公司所得税，

免征期限为 5 年～ 10 年。

根据韩国《税收特例限制法》规定，外国人投

资区、自由贸易区、经济自由区域（包括济州国际

自由城市）内的外资企业法人税、所得税税收优惠

为前三年免交国税，后两年减半。2014 年韩国“促

进外国人投资方案”规定，所有的外资跨国公司总

部雇员都能享受 17% 的所得税税率，并且将外资

公司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抵扣雇用当地人支出的标准

提高至每人 2 000 万韩元。日本《促进进口和对日

投资法》规定，在日本政府认定的 151 个行业、外

资企业出资比例超过 1/3 的外资企业成立五年内所

欠税款可延长到七年缴纳。日本经济产业省 2011

年出台引资新政策，其中，外国企业在日本设立的

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能享受法人税优惠。根据日本

政府通过的税制改革大纲，2011 财政年度起，公

司法人税将从现行的 40.69% 下调至 35.64%，而上

述新进外资企业将在前五年享受 28.5% 的优惠税

率。美国对外国投资也采取一定的税收激励措施，

包括向内陆和落后地区投资实行税收优惠；国内收

入法（LRC）还包含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的特殊

刺激措施，有些条款也允许全部减免外国投资者的

资产收益税，允许某些资产加速折旧以鼓励基础设

施投资。

1.3　对设立研发中心或总部给予财政补贴

很多国家对设立外资研发中心等给予财政补

助。日本制定了促进在日本设立亚洲地区落地项目

的资助计划，对跨国公司在日本设立高附加值、具

有较高经济收益潜力的商业活动，包括研发中心和

地区总部进行初始投资的支持。日本经济产业省从

2010 财年补充预算和 2011 财年预算中拿出 25 亿

日元补助金，用于支持外企在日本新设地区总部或

研发机构。资助的费用包括：调查设计费、设施费

用、设备费用、设施租赁费用等。爱尔兰的财政资

助主要分为资本资助、就业资助、研发资助与培训

资助。资本资助用以补贴购买土地、房屋、新工厂

与设备的资本支出费用；只要创造长期全职的就业

机会就可享受到就业资助，通常按就业人数平均从

1 250 到 12 500 欧元不等；爱尔兰对外资企业提供

的研发资助，一种是资助公司建立或升级改造其常

设研发职能部门和设备，另一种是资助有相当研发

实力公司的高质量高风险研发活动。

为鼓励外资设立高科技企业及设立研发中心，

韩国从 2004 年起引入“CASHGRANT”现金支持

制度，即向投资者以现金返还最少 5% 以上投资额

的制度，投资总额在 500 万美元以上且正式雇用专

业研究人员超过 20 人的研发中心也可享受现金返

还 [1]。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外商投资

·创新政策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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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招收 20 名以上工人的，在最长 6 个月内，

政府提供教育培训补助金每人每月 10 万～ 50 万韩

元，每超过一人，政府还在 6 个月范围内每月提供

10 万～ 50 万韩元的雇用补助金。新加坡以计划的

方式支持符合发展方向的外商投资和外资研发机

构的发展，包括：资本援助计划对能在经济和技

术方面为新加坡带来特殊利益的投资项目企业提

供低息的长期贷款；创新发展计划资助在新加坡

注册企业一定比例的开销，包括：人工、设备材料、

专业服务、技术转让、版税等费用，主要是协助、

推动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在新加坡进行研

发活动；新技术培训计划资助在新加坡注册企业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流程的应用及开发和

新服务方面的人力资源培训，包括：受训员及培

训员的工资、生活费津贴、机票、课程费用等 [2]。

新加坡还制定了多种奖励计划支持跨国公司在新

加坡设立地区总部。2010 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在

研究与开发、认可设计、收购知识产权、知识产

权注册、购买 / 租赁自动化设备、员工培训六项经

营活动中进行创新优惠奖励，一年共计 5.2 亿新元。

该计划于 2010 年推出，有效期为 2011 至 2015 年。

新加坡还对从事科学研究的公司设立补助金，凡

从事竞争力强及战略科技研究的公司均可享受项

目支出的 50% 作为补助金 , 补助金额取决于公司

对新加坡科技贡献的大小及研究领域或学科，由

新加坡科技局在审核科技成果后给与补助金，期

限五年，每年以 1 000 万新币为限额 [3]。

1.4　为外资研发机构提供良好的服务和环境

改善服务、创造良好环境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

的重要手段。为加快引进外资步伐，日本政府在

2011 年 6 月《新经济增长战略》中明确了通过完

善投资环境，吸收更多高附加值外资企业，创造新

的就业机会的税收、人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日本

贸易振兴会积极提供金融、税收、社会保险、房地

产以及相关行政手续的服务。美国把努力完善国际

投资环境作为外部创新企业和人才进入美国创新共

同体的重要前提，2015 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新的

行政举措，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和签证便利，

以及投资相关知识培训、激励政策信息查询等。美

国政府还改革 L-1B 签证制度，允许跨国企业暂时

将在其他国家分公司具有专业技能的雇员更快地派

遣到美国分公司。法国于 2012 年底启动“对法国

说‘是’”行动，以“创新”和“减税”为主题，

力图改变外国投资者眼中法国税负较重、工作效率

低下等问题的看法。

韩国 1999 年就设立了外国人投资支援中心，

由专门职员和相关部门派遣人员组成，向外国投资

者提供包括多项投资手续在内的一站式服务，还将

有关外商投资审批业务的最长时间缩短至 30 天。

新加坡出入境手续较简单，在签证及工作许可证两

个方面提供方便。来寻求商机和制订商业计划的企

业家可申请在新加坡停留 6 个月，得到国家科技局

认可后可延长至一年；批准开办公司的外国企业家，

工作准证有效期两年，并可延长至三年。英国金融

危机后出台“投资者宪章”和“良好信誉赞助者计

划”等，为投资者改善投资环境，包括简化程序、

发展新的基础设施、保持稳定和明确的监管机制，

并宣布从 2016 年 4 月 6 日起，来自非欧洲经济区、

持有 Tier2 工作签证的高技能人才与博士如果要申

请在英国永居，可不受年薪收入的限制 [4]。

1.5　发挥地方以及园区在促进外资研发机构发展

方面的作用

地方在引进外资、促进就业等方面较为积极。

为吸引外资，日本设立“结构改革特区”，确立

五个地区为“促进对日投资地区”，对外资企业

采取减免税收和开办补助等优惠政策。美国多数

州和地方政府给新开办的外资企业以 5 年～ 15 年

的财产税减免，允许外资企业的工厂和设备实行

加速折旧，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在购买或建立工厂

和其他商业设施后再出租给外国投资者 [5]。美国

地方政府还以个性化政策吸引外资入驻，如芝加哥

“EDGE 项目”（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项

目）、佐治亚州“美国第一”劳动力培训计划等。

英国、德国将全国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地区，对外资

在部分地区的投资项目予以资金支持。韩国设立“外

商投资地区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工厂所

在区域指定为“外商投资地区”，享受“国税五免

二减、地税三免二减”的税收优惠，并提供基础

设施、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支持；区内企业可享受

最长 50 年国有土地租赁费减免优惠。新加坡建设

科技园，为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开展活动提供方便。

印度规划了一系列科技园区，所拥有的优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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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科技公司入驻建立研发中心。

1.6　引导和鼓励外资研发机构开展创新活动

世界各国积极放开科技资源，引导和鼓励外资

研发机构开展创新活动。在科技计划开放方面，日

本 1986 年的《研究交流促进法》就使科研项目对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开放，允许个人独立申请；日

本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人

申请获得资助。美国允许外资企业参与联邦政府研

发计划，美国先进技术计划（ATP）允许外资参与，

1994 年所有申请的企业中 3% 为外资企业，而其

中有一半最终获得了资助 [6]。在英国开展研发业务

的外国公司可申请研发税收减免和补贴、LINK、

FORESIGHT 等研发援助。在鼓励联合研发方面，

新加坡鼓励政府背景研究机构与国外研发机构建立

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研发项目和被认定为高技

术项目的资金援助最高可达项目总成本的 50%。

美国联邦实验室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协议是与外国

公司合作开展研发的。

2　各国促进外资研发机构创新发展的启示

2.1　把促进研发投资作为调整外商投资结构的重

　　 要方向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受经济增长下滑、国

际需求萎缩等因素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下

降，世界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争夺日益激烈。而

另一方面，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各国走出金融危机的

战略选择，随着创新资源和要素流动的全球化趋势

日益明显，研发投资在资本流动中的根植性日益显

现。各国把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避免外资

大规模流动对本国的冲击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

手段，把促进外资研发投资和引进外资研发机构作

为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内容。因此，各国

新出台的吸引外资研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力度更大。

比如，美国实施的“选择美国”计划称，无论是瑞

士诺华制药公司的全球研发总部搬到马萨诸塞州，

还是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要在密西根设立研发中

心，都算是在美国进行的投资 [7]。新加坡、日本、

韩国等特别重视吸引外资研发中心和跨国公司总

部，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出台了专门政策。我国

近年来虽然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在全球外商直接

投资中的地位不降反升，但是总体上面临的潜在经

济低迷以及外资流出压力日益加大，必须抓紧时机

加快对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调整，利用我国创新资

源优势，加大吸引外资研发投资力度，促进我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2.2　针对外资研发机构采取的政策措施更加精准

世界各国对研发投资普遍采取优惠支持政策，

但是金融危机以来，为进一步吸引外资研发投资，

各国对外资研发机构等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优惠政

策。比如对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研发部门以及研发

人员给予所得税优惠，对外资研发机构活动给予各

种财政补贴等，这些对于增强外资研发投资的吸引

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从 2008 年以来实施统一

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给

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经过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等，这些政策对于所有市

场竞争主体来说都是公平统一的，但是并没在充分

考虑外资研发投资的特殊性基础上实行一些有针对

性的优惠政策。外资在我国开展研发活动，特别是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需要克服对东道国环境不

熟悉等一系列障碍。为促进外资研发机构与国内要

素的交流，也需要有专门的促进政策，尤其是面对

着各个国家竞争性的政策，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政

策措施来保持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因此，我国的

吸引外资研发机构的政策需要充分借鉴国外经验，

更加精准细致，而不能简单笼统，当前最主要的是

在税收激励、财政资助、促进人员交流等方面要有

所细化。

2.3　东道国创新驱动发展是外资研发投资的重要

　　 驱动因素

外资研发与东道国“自主创新”的关系始终是

各界关于吸引外资研发机构争论的焦点之一，对这

一问题的认识也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资研发机构政

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实践上来看，东道国

所选择的“自主创新”并不是吸引外资研发的阻碍，

而是极大的促进因素。很多外资研发机构反映，

正是由于看到我国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它们才有了进入我国开

展研发活动决策的主要动力。原因在于：一是科

技创新基础以及创新资源丰富程度对外资研发形

成了重要的保障，成为外资研发投资转移的重要

选择依据；二是东道国大规模研发投资带来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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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效应使外资研发机构能够得益；三是与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相伴随的创新环境改善、创新活

力增强，构成外资开展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外

资研发机构开展研发活动的层次也总是与东道国

创新水平相适应。可见，东道国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对外资研发并不构成阻碍，其更加开放、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总体布局才构成外资研发机构

创新发展的最大动力。

2.4　投资环境改善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的基础性

　　 保障

外资研发机构的设立和发展，既受到东道国市

场规模及其辐射程度的影响，也有东道国创新资源

密集程度的制约，外资研发投资决策的基础是东道

国投资环境。从各国出台的政策措施来看，创造宽

松的外商投资法律和制度、保护投资成为普遍关注

的重点。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韩国政府每年

投入 10 亿多美元，通过制订重点课题、简化专利

审查手续、与中介机构开展合作及为企业提供法律

援助等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各国还从简化签证和

居留手续、完善服务等方面来改善投资环境。而印

度从 2004 年开始采取多种措施改变外国直接投资

面临的诸多税收、投资、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限制。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但

是在投资手续、人员流动、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很

多限制，进一步简化投资手续、完善服务应成为我

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途径，也应成

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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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Measures and Enlightenment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R&D Institutions in Main Countries

CHEN Bao-ming, YANG Jua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Foreign R&D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important forms of R&D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Main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R&D 
institutions, and take a variety of measures such as tax incentives,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entry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China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actively take advantage of foreign R&D 
institutions,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necessary management of foreign R&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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