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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高校的经费已由单纯依靠财政拨款转向来源多元

化，高校通过各种形式取得收入的情况增加，涉税问题日渐突出。目前，对于高校取得收入

课税还缺乏符合高校实际情况的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税收政策体系，不利于高校

的发展，亟待改进与完善。 

一、我国高校取得收入课税的基本情况 

目前，高校取得收入需要缴纳的税种主要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但也涉及到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税种。根据高校取得收入的不同，对

其课税的总体情况进行简要的归纳。 

 1．政府拨款、上级补助收入与捐赠收入 

高校取得的政府拨款、上级单位下发的补助，以及取得的捐赠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

得税。 

2．教育劳务收入 

教育劳务收入包括学校收取的学费、住宿费、课本资料费等，以及对外举办进修班、培

训班取得的培训费、进修费等收入。 

高校向列入规定招生计划的在籍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

所得税，超过规定标准收取的学费以及学校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超过规定范

围的收入，须按规定征税。高校举办进修班、培训班，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免征营业税和

企业所得税；进入学校下属部门自行开设账户的进修班、培训班收入，不属于收入全部归学

校所有的，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3．科研收入 

现行税法规定，高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

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高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高校接受政府及其部门、

企业或其他单位委托进行科研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协作费、验收费、合作费、协办费等，征

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4．与教学科研相关活动收入 

根据现行政策，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的相关业务取得的收入，包括学校举办各类会议取得

的会议费、会务费，开展活动（演出、比赛等）收取的演出费、节目制作费、参赛费、报名

费、注册费、展览费等活动费用，提供相关服务收取的打印、复印费，创办、出版或代购刊

物（书籍）、制作标牌（证书）等并向单位和个人收取的费用等，按照规定征收营业税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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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 

5．消极收入 

高校的消极收入包括租金收入（出租房屋、车辆、会议室、场地、服装和道具等收取的

租金）、承包费、特许权使用费和股息、利息等投资收益以及财产处置收入等。高校取得消

极收入需要按照规定计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房屋出租还需相应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等相关税种。 

6．后勤服务收入 

后勤服务收入是后勤实体向高校师生提供后勤服务获得的收入，主要包括住宿费、餐饮

服务收入，为学校师生服务的洗衣店、日用商店、网吧、游泳馆的收费等。 

按照现行税法规定，后勤实体按规定向校内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和住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

征营业税，但是向社会人员提供的餐饮服务和住宿服务取得的收入则应计征营业税，其他服

务则征收营业税。高校后勤实体为高校师生食堂提供的粮食、食用植物油、蔬菜、肉、禽、

蛋、调味品和食堂餐具，向其他高校提供快餐的外销收入，免征增值税；对高校后勤实体为

高校师生食堂提供的其他商品，向其他社会人员提供快餐的外销收入，一律按现行规定计征

增值税。高校后勤实体提供后勤服务取得的收入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享受企业所得税

免税优惠（20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高校在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相关活动，从事各种经营活动，还涉及到需要征收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契税等税种。现行税收政策对高校在自身业务范围内涉及到的税种

一般给予免税优惠，对超过高校本身业务范围的情况则不享受免税优惠，需要按照相关税种

的规定纳税。 

二、我国高校现行税收政策问题分析 

按照现行税收政策，高校取得的各类收入需要按照税法规定纳税。为促进教育、科技等

事业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有关高校的优惠政策涉及流转税、所得

税、关税、财产税和行为税等几乎所有税种，对推动高校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科

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高度，从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推动高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

展的角度看，现行有关高校的税收政策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1．对高校的课税政策和方式、方法不符合高校的特点 

高校不同于一般的经营性企业或事业单位，属于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其提供的某些服务

虽然取得一定的收入但并不以营利为目的。高校在取得收入的途径与运作方式、资金使用的

目的与方向上与营利性单位有很大不同。这突出地表现在：高校取得收入的目的是为了进一

步增加教学和科研投入，发展教育事业；高校取得收入的某些项目如培训、科研等具有较强

的正外部性和公益性；高校拥有的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和其它资源是国家长期投

入形成的，若不用来为社会提供服务将是资源的巨大浪费；高校的培训、科研等项目在税务

处理上存在着某些长期投入、人力成本、智力成本难以按照相关性原则、配比原则量化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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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收入项目的问题，等等。因此，不应不加区别地对高校取得收入按照与其他单位相同的或

类似的方式、方法课税，执行相同的税收政策。 

2．对高校取得收入普遍征税，不符合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 

我国高校教育经费紧张是不争的事实，学校自筹经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高校的正常运

转，也缓解了国家财政的压力。现行税收政策不利于高校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科研资源、智

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筹集资金缓解经费不足，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也不利于激励学校

利用各类资源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需要高校在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现行税收政策没有在这方面起到激励作用。现行

税收政策在对高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文化产业、高端人才集中行业以及企业研发活动等

给予税收优惠的同时，对其形成的源泉——高校，却在多数情况下予以征税，显然有失妥当。

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应在税收政策上鼓励高校以发展

教学、科研为目的的收入行为，鼓励高校利用各类资源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对高

校的收入行为，应当是在普遍免税的基础上对特定活动征税。 

3．高校税收优惠政策体不健全，作用弱化 

首先，现行高校享有的某些优惠并不是根据高校的情况而制定的，往往是高校具有相同

或类似情况而享有优惠。 

其次，针对高校的优惠多为照顾性优惠，缺乏激励性优惠。现行税收优惠多是从减轻学

校或学生负担的角度给予减免税照顾，并没有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鼓励高校利用闲置

或自身利用率较低的设施取得收入补充教育经费；也没有从改善高校教学、科研条件，提高

教学、科研水平的角度鼓励高校取得收入从事相关的教学、科研活动；也没有从为社会培养

更多人才、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角度鼓励高校利用智力资源、人才资源、科研资

源进行培训、咨询、研发等活动。现行的某些政策甚至抑制高校的创新或研发行为，如对企

业及高校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对高校接受企业或相关部门委托进行技

术研发、产品和工艺设计等从委托单位领取的课题费却征收营业税。 

第三，优惠多为临时性、特惠性优惠，且限制性条件多，缺乏长效性、全面性、开放性、

普惠性的优惠。现行对高校照顾政策往往是针对具体问题采取列举的方式出台的解决个案的

临时性税收优惠，而且附加了限制性条件。如高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

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限制性条件是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高校除了从事法

定培训外，按照自愿有偿原则提供的服务，都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不得享受行政事业性收

费免征营业税的优惠。对高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也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现行对高校后勤的税收优惠执

行到 2008 年底。这些优惠政策不能使高校从事的教学、科研活动及支撑教学、科研的相关

活动普遍得到扶持，也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系统性、制度性的政策体系，作用弱化，激励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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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税收政策的国际经验 

（一）美国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主要对高校征收联邦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

（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统筹以及失业税），州和地方政府主要征收财产税与销售税。 

1．联邦税 

联邦政府对高校一般免征遗产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为支持高等教育发展，同时促使

高校按照自身宗旨促进教育和科研发展，高校享有免征联邦所得税的地位。私立大学只要是

以非营利性为前提的，也可以获得免税地位，但学校利润的任何部分不得向任何私人股东或

个人分配。为防止滥用教育资源，美国在对高校取得收入普遍免税的基础上，对特定收入征

税，一般是对高校从事无关商业活动取得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无关商业活动是高校日常从事

的与教育宗旨非实质性相关的商业活动。无关商业活动应当属于高校从事的次要活动，否则

高校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其免税地位可能被取消。此外一些无关商业活动取得的收入可以享

受特殊的免税规定。 

（1）政府拨款与津贴、捐赠收入 

高校取得的政府拨款与津贴不属于无关商业收入，不征收所得税。高校取得捐赠收入属

于免税收入。 

（2）科研收入 

高校取得的绝大多数研究相关的收入，如果采取恰当的形式都不属于无关商业收入范

围，无须缴纳所得税。首先，任何研究活动只要与高校的宗旨实质性相关，获得的收入就不

满足无关商业收入条件。例如为美国政府及其代理机构或组织、州或地方政府从事研究活动

取得的收入由于具有公益性，不属于无关商业收入，因此不征收所得税。其次，即使高校某

些研究并非与免税宗旨显著相关或者性质不明确，产生的收入也可以依据法定免税条款不计

入无关商业收入。例如《国内收入法典》规定高校为个人从事研究活动取得的收入不属于无

关商业收入。同时，对研究相关活动的税收优惠还包括：高校将拥有的专利许可转让给第三

方，获得特许权使用费不计入无关商业收入；高校向企业出租实验室等场所免税；高校在营

利性研究企业拥有权益并获得某些消极收入（如股利）免征所得税。 

（3）教学服务收入 

由于高校享有免税地位且与学校的教育宗旨实质相关，高校提供教育服务取得的学费收

入和培训费收入免征所得税。 

（4）教学科研相关活动收入 

教学科研相关活动收入由于与学校的教育宗旨实质相关，因此不满足无关商业收入的条

件，因而免征所得税。 

（5）后勤服务收入 

高校后勤服务虽然属于无关商业活动，但享有特别的免税优惠。对主要目的是为校内师

生提供便利的经营或商业活动免征所得税。这项规定涵盖高校大多数后勤服务项目，例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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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设立的向学生、教师以及行政人员提供衣物等清洗服务的洗衣店、宿舍以及校园其他楼宇

设立的自动售卖机等。当然对校外人员提供这些服务不享有免税优惠。 

（6）消极收入 

无关商业活动免税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消极收入免税。因此股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

不动产租金、处置财产的利得（该财产不属于存货，主要目的不是供商业出售）免税。当然

对这些收入免税也存在某些限制，由于消极收入的主要特点是高校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

没有投入大量资源从事经营活动，因此如果高校在授予特许权或租赁财产等的同时提供相关

服务，特许权使用费或租金收入将不能享有免税优惠。 

2．州税 

由于美国各州有权制定税收法律，因此各州对高校财产税和销售税征收的规定不尽相

同。一般各州对公立高校以及非营利高校用于教育目的的财产都免征财产税。美国绝大多数

州都征收销售税，但对该州所在高校给予部分或全部免税。有的州规定与教育和研究目的直

接相关的购买不征收销售税。另外高校向其他州购买货物免征销售税需要提出申请并获得批

准。 

（二）英国 

英国高校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公司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以及增值税。其中公司所得税和

资本利得税属于直接税，增值税属于间接税。 

1．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 

根据英国法律的规定，高校享有慈善组织的地位。高校的官方文件必须阐明高校在其慈

善目标下从事活动的性质和范围。虽然高校从事经营活动都属于所得税征税范围，但是高校

可以凭借其慈善地位享有大量的免税待遇。高校的免税待遇取决于经营活动的性质。 

高校享有的一般免税优惠包括：高校从事主要目的经营活动；银行存款等利息收入；土

地获得的收入如租赁收入；资产的直接销售如财产处置获得的利得。所谓主要目的经营活动，

是指高校从事的为实现主要宗旨和目标的经营活动，例如，高校提供教育服务即属于主要目

的经营活动。某些活动不严格属于主要目的经营活动，但是这些活动若没有主要目的经营活

动就不能存在，也可以作为主要目的经营辅助活动享有免税优惠，例如后勤服务。高校取得

某些小额经营活动收入还可以享有小型经营活动免税优惠。该项免税优惠主要针对那些不适

用其他免税优惠且经营额在特定限制标准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产生的利润。 

如果高校从事的经营活动不属于为实现主要宗旨和目标的，或者该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没有用于慈善目的、服务于公共利益，那么该活动属于非主要目的经营活动，需要征收所得

税。 

为了鼓励高校积极利用自身资源筹集教育经费，同时又不影响高校实现教育宗旨，英国

特别规定如果高校认为从事某项非主要目的经营活动会产生盈利，可以将该项活动通过附属

公司来经营以减轻纳税义务。附属公司从事该项活动，获得的利润再通过资助、捐赠给高校。

附属公司的捐赠额允许全额税前扣除，而高校获得的捐赠可以享有免税优惠。这一规定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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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高校从事经营活动可能面临的税负。 

另外，为了防止高校不正当使用教育经费，英国规定高校发生的非慈善支出，即不符合

高校的组织宗旨和目标的支出，那么与非慈善支出等额的原来免税的收入需要补交所得税。 

英国对高校取得各项收入的所得税政策的具体规定是： 

（1）政府拨款与津贴、捐赠收入 

高校取得的政府拨款与津贴不属于经营活动范围，不征收所得税。高校取得捐赠收入属

于免税收入。此外，如果捐赠人捐赠的是税后收入，高校还可以申请退回捐赠对应部分缴纳

的税款。 

（2）科研收入 

高校从事的研究活动只要属于主要目的经营活动就给予免税。对于政府以及其代理机构

委托高校进行的科研活动，一般能够满足高校的慈善目的以及为了公共利益，属于主要目的

经营活动，享有免税优惠。 

对于由企业赞助实施的研究项目，如果合同的主要目的是高校帮助企业进行产品或技术

研发并供企业自己使用，没有技术或知识在社会传播，由于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该活动应属

于非主要目的经营活动。但是高校可以通过成立附属公司，利用捐赠的免税优惠规避税收。 

（3）教学服务收入 

高校的教学服务收入属于主要目的经营活动，因此，学费免征所得税。高校举办的商业

化运作的培训班由于不是为了公共利益，一般都属于非主要目的经营活动。高校也一般通过

成立附属公司规避税收。 

（4）教学科研相关活动收入 

教学科研相关活动符合与学校的主要宗旨和目标实质相关的标准，因此也认为属于主要

目的经营活动，相关收入免征所得税。 

（5）后勤服务收入 

高校向校内师生提供后勤服务收入，属于不能离开主要目的经营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辅助

活动，也能作为主要目的经营辅助活动享有免税优惠。 

（6）消极收入 

英国高校取得的消极收入享受一般免税优惠。但是如果附带相关服务，如在出租的同时

提供相关服务，那么租金收入不得享有一般免税优惠，属于经营活动的收入，适用经营活动

收入的税收征免规定。 

2．增值税 

英国对提供货物和服务都统一征收增值税。高校提供教育服务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但

是税法规定高等院校属于合格组织提供的教育服务享有免税优惠。英国对教育的定义十分广

泛，因此高校无论提供正常教育，还是举办各种进修班、培训班以及远程教育，都可以作为

合格组织享有免税优惠。 

科研方面，政府及其代理人委托学校进行科学研究，高校提供的研究服务取得收入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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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但对企业委托学校进行研究取得收入要征收增值税，同时进项税也可抵扣。 

高校作为合格组织，提供与教育密切相关的货物或服务，可以享有增值税免税优惠。提

供与教育密切相关的货物或服务是指供学生或被培训者直接使用的，对向该学生或受教育者

提供教育所必须的货物或服务，例如餐饮、住宿等。高校组织的会议免征增值税。对高校销

售的书籍、手册、报纸、期刊、租赁房屋等都按照零税率征增值税。不满足上述条件的货物

或服务需要征收增值税。 

（三）日本 

日本允许高等院校在不影响学校的主要非营利目的的范围内从事一定营利活动。公立高

校作为公共利益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征收法人税，非营利活动享有免税优惠。 

在日本，高校从事 33 种特定营利活动，必须就其获得的收入缴纳法人税，税率为 22%

（2005 年正常税率为 30%）。如果高校将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用于实现公共利益宗旨的活

动，那么营利活动收入的 20%，可以在计税之前扣除，也就是说只对营利活动收入的 80%

部分征税。取得的消极投资收入，如利息、股利和投资收益，如果用于学校实现促进教育等

宗旨的活动，则不征收所得税。公立高校一般不享有地方税免税优惠。高校也基本不享有增

值税税收优惠。私人高校与公立学校虽然法律依据有所不同，但是享有的税收优惠类似。 

四、高校取得收入税收征免的税法原理及基本原则 

（一）高校取得收入税收征免的法理依据 

1．税法的直接目标是保障税收的各项职能的有效实现，税收的职能之一是通过获取财

政收入和提供公共物品，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增进社会公益。①高等学校

（营利性高等学校除外）是以发展教育和科研为目标，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的是公益事业，

这与政府征税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不属于政府课税的范围。 

2．依据宪法原则，税法确立的纳税义务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但对公法团体而言，

由于其存在的目的在于公共服务，而非盈利，因此，一般情况下，税法不能以其为纳税义务

主体加以课税。这包括公立医院、公立学校、乡村自治组织等。当然，如果他们从事目的外

行为，偏离了公法团体的本性，则应该如对其他私法团体一样征税。②

3．非营利性组织的存在和运作必须有资金支持，否则组织自身都难以存在。高等学校

出于弥补成本或者筹集运作经费的考虑而取得收入，不同于一般营利性组织取得收入。从税

法精神来看，企业所得税实质上是对向股东个人分配的利润征税。而高等学校的非营利性质

决定了它不会向个人进行利润分配，因此，高等学校取得收入不应该成为课税对象。 

一般情况下，非营利组织以取得收入为目的而从事商业活动，属于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

势，又不会对实现自身宗旨造成影响，也不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征税。但是，若是对其

行为不征税会造成市场不公平竞争的商业活动，应当征税。从各个国家的情况看，都力图在

                                                        
① 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 页。 
② 刘剑文 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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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立法中对这两方面进行权衡。对于高等学校从事商业活动，有的国家是区别对待，有的

是限定高校商业活动取得收入的比例等。对高校取得某些具体收入是否征税，往往取决于立

法者对高等教育的鼓励程度。 

（二）高校取得收入税收征免的基本原则 

高等教育具有正外部性和公益性，需要政府给予扶持，从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

略的角度，我国应大力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税收政策作为政府重要的激励手段，不仅要激

励社会对高校的投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同时激励高校利用各种资源服务于社会

各业、服务于经济发展并取得收入，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这一角度出发，结合国

际经验，对高校取得收入一般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来确定税收征免。 

1．非营利性与否决定税收的征免 

从各国经验看，一般都对非营利性的高校给予免税地位。凡是高校以非营利为目的提

供的教学、科研服务和为了教学科研更好地进行而从事的相关活动，以及为筹集教学、科研

经费而从事的一些经营性活动应给予免税待遇。营利性的高校以及高校利用资源从事与教学

科研无关的营利性活动取得收入征税。 

2．是否具有公益性决定税收的征免 

高校从事的活动如果具有公益性、正的外部性一般给予免税待遇。高校从事的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增加了社会知识存量，推动了科技进步、社会进

步和国家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公益性。即使向企业提供的研究成果，虽为企业所拥有，

但企业竞争必然导致技术扩散，最终推动了社会技术进步。另外，科研活动既能够给学校带

来收入，也使教研人员在实践中获得技术经验积累，有利于教学、科研水平提高。因此，这

是各国税收政策普遍予以鼓励的，高校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取得的研究费、课题费等

收入，无论是接受国家委托，还是部门、企业委托都应当给予免税。 

3．普遍免税与特定收入征税 

高校属于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高校取得收入的主要用途

在于促进教育发展。给予高校取得收入普遍免税的待遇，能够激励高校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筹

集教育经费，减轻财政负担，也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强有力支持。同时为了防止高校过分从

事与教育宗旨无关的活动，也有助于市场公平竞争，对特定经营活动取得收入征税。各国普

遍的做法，是根据高校经营活动与高校宗旨的关系，将经营活动分为相关商业行为和无关商

业行为，对相关商业行为免税，无关商业行为征税。 

4．消极收入予以免税 

高校的消极收入主要包括各类租金收入、承包费、特许权使用费和股息、利息等投资收

益以及财产处置收入等。之所以对高校的消极收入免税，是因为高校并未因此耗费资源并影

响教学和科研活动，不属于税收政策应该抑制的范围，从有效利用资源、增加高校经费、支

持和鼓励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给予免税。美国和英国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对高校取得消极

收入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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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否属于为教学、科研活动提供辅助支持决定税收的征免 

高校的教学科研必然发生一些工作延伸或辅助活动，同时取得一定的收入，这些活动或

是教学科研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为了教学科研的便利而依附于学校活动而存在的。取

得收入一般具有成本核算性质或代收性质，或是为了避免拥挤而收取工本费和手续费，并不

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只要属于为教学、科研活动提供辅助支持或便利的活动应予以免税。

对与教学科研活动没有内在关系的单纯的营利活动予以征税。 

五、促进高校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根据高校取得收入税收征免的原则，鉴于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和通

常做法，我们认为，应对我国非营利性高校采取普遍免税、特定收入征税的政策，在法律上

确定非营利高校的免税地位。根据目前高校取得收入情况，以下各类收入应列入普遍免税的

范围。 

1．高校从事教学活动取得收入免税 

从鼓励高校利用资源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鼓励高校在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下多途径筹

集办学经费，更好地发展教育事业的角度，对于高校取得收入，不仅对列入规定招生计划的

在籍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税，应对高校提供培训、进修等各类教学取得收入

的情况免税。 

从充分整合各自资源，发挥各自优势，鼓励高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角度，

对高校与其他单位合作提供进修和培训服务取得的收入，归学校的部分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

得税；对于不能够划分学校收入和其他单位收入的，由税务机关根据合理性原则划分免税与

应税部分。 

因此，对高校及其所属机构提供各类教学、培训服务取得的收入不应区分接受培训的对

象及接受培训的原因，均应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于收入中支付给教师的报酬应课征

个人所得税。 

2．高校从事科研活动取得收入免税 

高校从事科研活动是推动科技进步、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具有显著的正的外部性和公

益性，而且取得收入对于缓解高校科研经费不足具有重要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就，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快建设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国家积极鼓励创新、鼓励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对各类

研发投入给予税收优惠的情况下，不应对高校从事科研活动的收入征税。同时，高校取得的

科研投入更多用于科研项目的经费开支，并非科研活动的报酬，从这一角度也不应征税。因

此，高校取得的研发费、课题费、验收费、协作费、协办费以及检测费、测试费、实验费等

从事科研活动取得的收入，无论是政府提供的，还是企业或其他单位提供的，均免征营业税

和企业所得税，但收入中支付给相关人员的劳务费应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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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目前高校发生较多的会议费、会务费、展位费、国际交流费等

不应作为经营性收入予以征税，而应予以免税。高校举办学术会议、成果展览、国际互访等

是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教学科研具有公益性，其成果需要一定的形式进行交

流和推广，而举办学术会议、成果展览、国际互访等正是交流和推广教学和科研成果的形式

之一。从事这些交流和推广活动，高校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事先做好相关准备

工作，因此，从成本核算或交流便利的角度会收取会议费、会务费、展位费、国际交流费等

收入；这些收入是为了弥补成本或代收代缴，是保证活动正常开展所必须的，因此，从促进

教学与科研发展的角度应对其予以免税。 

高校创办学术刊物是教学科研成果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而学术刊物一般都需要补贴，为了减少补贴，增加经费，往往收取刊物的工本费，并利

用一定的版面收取宣传费，这对于办好刊物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应当予以免税。 

 3．高校从事的教学与科研的辅助活动或相关活动取得收入免税 

为了便利地进行科研和教学工作学校往往为师生提供课本、教材、资料、证书等教学科

研用品，提供复印（打字）、录音（录像）、翻译、网络等服务，并取得一定的收入。这些活

动属于教学科研的辅助活动，是对教学科研的必要支持，因此，高校为了教学科研目的，向

师生提供的货物或劳务，并作为核算主体取得收入应免征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高校出售校园纪念品、画册等，属于有效利用资源，并不影响教学科研活动正常进行，

又不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应当予以免税。但高校从事的商业活动属于竞争性产品和劳务，会

影响市场公平竞争，既使收入全部用于教学科研也应当课税，如学校经营酒店业。 

4．高校后勤服务活动免税 

高校后勤服务是为师生的工作学习提供服务、提供便利而存在的，属于教学、科研活

动必需的辅助活动，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高校从事的为师生服务的食堂、洗衣店、网

吧等后勤服务，应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但向社会人员开放，为社会人员提供服务的，

以及其他单位或人员在校园内从事同类经营活动的不属于免税的范围。 

目前我国取消了后勤实体企业所得税的免税待遇，由于高校与后勤实体的关系尚未理

顺，后勤社会化改革仍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所以，建议在后勤社会化改革完成之前继续

给予后勤实体企业所得税免税优惠。 

5．高校取得的消极收入应免税 

高校的消极收入包括股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不动产租金、设施与设备租金、处置

财产损益的利得等。高校取得消极收入一般是利用高校自行研发成果投资入股，是科研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是应当予以鼓励的；高校的设施与设备以及其他资产出租，既最大限度地利

用了资源，又为学校取得更多的办学经费，减轻财政负担，是应当予以鼓励的。因此，应对

高校的消极收入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相等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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