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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司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计和实施注意事项* 

 

Hania Kronfol ** 

 

 面对全球范围内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激烈竞争，各国越来越依赖税收减免来吸

引投资者。然而，经验证据表明，税收激励对投资者区位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充其量，

它们只承担着选址过程的最后阶段。此时投资者在类似的选择中摇摆不定，并考虑了例

如政治稳定性，监管质量和市场机会在内的其他竞争特征。1 

政策制定者常常会高估税收激励在左右投资者方面的作用，进而高估他们的预期收

益，从而以牺牲政府税收为代价，为企业带来暴利。除了预算问题外，税收激励还包括

其他成本和风险，包括寻租、逃税、高额行政负担、市场扭曲和鼓励“竞争到底线”的

报复行为。在财政、法律和体制挑战更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风险尤其高。 

因此，政府面临一个严峻的政策困境：如何以最大化的货币价值和最小的风险来战

略性地设计和实施激励措施？以下是一些指导原则： 

 谨慎使用税收激励措施，解决已发现的市场失灵问题。应明确定义给予税收优

惠的目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吸收外国技术，还是通过投资新部门

使经济多样化？一旦目标明确，政策制定者应确定潜在的障碍和市场失灵（例如，公共

物品投资不足、技能不匹配或链接外国公司和国内公司的信息不完整）；评估税收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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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有效改变投资者的行为，以解决这些障碍和失灵；并考虑其他措施（如法律或监

管的变更，更广泛的税制改革或政府对公共物品的直接投资），评估税收激励政策是否

最佳。即使税收激励是适当的干预措施，但如果在以增强连通性和机构效率为特征的有

利投资环境中实施，以及在加强法律保护和简化商业法规的情况下实施，税收激励也是

最有效的。 

 将激励措施与既定政策目标直接挂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外国直接投

资方面，依赖以利润为基础的税收激励措施，如免税期和企业所得税减免。这些工具通

常不会产生具有成本效益的结果，因为它们通常基于预先授予机制而不是实际的投资者

业绩带来全面的利益。相反，政府应考虑转向基于绩效的激励手段，例如投资补贴，税

收抵免和加速折旧。这些工具具有直接将激励措施与目标成果联系起来的优势，例如，

例如，为员工培训计划提供研发支出津贴或税收抵免。 

 战略性地瞄准投资者。政策制定者首先需要优先考虑他们寻求吸引的外国直接

投资的类型和质量，然后确定对激励措施最敏感的投资者子集。制定具有成本效益的激

励计划主要取决于确定哪种类型的投资者最终决定因为税收激励在一个国家投资，而没

有选择另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激励措施在吸引以出口为导向的追求效率的外国直

接投资方面更具影响力，因为这些投资者的主要驱动力是东道国的竞争成本优势，而不

是寻求自然资源或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2 此外，更详细地分析有激励措施和无激励措

施的公司在国家一级的盈利能力数据，有助于区分对激励措施可能带来的收益更敏感的

部门类型和投资者特征。 

 严格评估成本和收益。事前分析与实施期间和实施后的监测和评价框架相结合，

将为考虑奖励政策的执行情况提供关键数据。评估的一个关键投入是对税收支出的估计，

即在没有激励措施的情况下本应征收的税收。这些数据，再加上有关目标结果和投资者

反应能力的信息，有助于揭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并告知激励措施是否需要修订或逐步

取消。3 

 促进透明度和基于规则的管理。在实施激励政策时，机构协调、官僚效率和透

明度不仅对维持无障碍和精简的制度至关重要，而且对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机会和确保公

司的公平竞争环境也很重要。应以方便用户的格式公开提供有关税收优惠的信息，并将

税收支出估计数纳入预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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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需要区域和多边安排。在实施方面面临挑战的同时，应在政策上更加重

视促进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以遏制有害激励措施的竞争。例如，欧盟国家援助框架要

求各成员国批准合格的补贴。通过在各国之间分享关于激励政策和改革的信息来提高透

明度是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各国政府同时寻求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可循证的方案。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灏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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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附带以下的承认，这篇材料可能会被再版：Hania Kronfol，《利用公司税收优惠以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设计和实施注意事项》，279 号,2020 年 6 月 1 日。经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许可转载

(www.ccsi.columbia.edu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 请 将 副 本 发 送 至 哥 伦 比 亚 可 持 续 投 资 中 心

ccsi@law.columbia.edu。 

 

欲获取更多信息，包括关于提交给展望的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Alexa Busser, 

alexa.busser@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联合中心，是

一个领先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实践和讨论。我们的任务是制定和传

播切实可行的办法和解决办法，并分析当前的政策性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该中心通过跨学科研究、咨询项目、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以及资源和工具的开发来

承担其使命。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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