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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概述

早在2000年12月，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实施

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

明确提出要对西部大开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2001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

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1]73号），从五个方面对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

进行了阐述。为保证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

处，2001年1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联合发布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1]202号），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和具体内容。2002年5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

西部大开发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国

税发[2002]47号），对财税[2001]202号文件进行了细化

和说明。其后，又对部分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根据上述文件，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支持政

策主要包括：1.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企业，在

2001～2010年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

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对内资

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外商投资企

业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地方部分。3.对西部地

区投资新办的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

业，其中内资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企业所得税

“两免三减半”；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

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

4.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

产品收入，自取得收入年份起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

税。5.对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

路、民航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其他公路建设用地是

否免征耕地占用税，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

决定。6.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

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设

备，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

《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

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7.将在我国境内没

有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取得来源于我国境内的

利息等所得减按10%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的优惠政

策，扩大到中西部等非开放地区。8.在进口关税上，

对中西部地区给予了适当照顾；根据西藏自治区的要

求，参照近年来我国税则税率水平，适当调低了适用

于西藏的进口税目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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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部

门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一是2006年

调整更新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鼓励

类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二是2007年将西部地区

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范围；

三是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后，在取消大部分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

同时，为支持西部地区发展，明确规定西部大开发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继续执行；四是为配合

增值税转型改革，规范税制，自2009年1月1日起，

对进口的自用设备恢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但继

续免征关税。

二、税收支持政策对西部大开发的促进作用

（一）减轻了西部企业的税收负担

过去，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比重大，资产负债率高，

企业包袱重。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一些符合条件的

企业能够享受减免税优惠，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据国家税务总局不完全统计，从2001～2008年，西

部地区有43542户（次）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1892.69亿元。① 同期，陕、

甘、宁、青4省区企业因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共

减免企业所得税777.5亿元，获得优惠的企业超过1

万户次。其中，陕西529亿元，甘肃100多亿元，宁

夏60多亿元，青海88.5亿元。再加上减免的其他税

种，陕、甘、宁、青4省区企业8年来享受的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惠超过800亿元。② 广西地税系统这期间

共审核审批4 681户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减免税款达79.2亿元，占同期地方税收收入的

8%。③ 税收减免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加了企业盈利，

提高了其利润率，加快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2008年，在西部12个省市区中，新疆、青海、陕西、

西藏、内蒙古、云南、贵州等规模以上工业成本费用

利润率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0～2008年，西部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其中2005～2008年达到

13.3%，在全国四大区域中增长速度最快。

（二）增强了企业的发展能力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国家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增加了企业自有资金，有利于

企业做大做强和扩大再生产，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和

市场竞争能力。对于那些成长性较好的优势企业而

言，更是如此。譬如，在2004～2008年5年间，中国

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共获得企业所得税减免3.08

亿元，相当于14亿元注册资本金的22%。税收减免

增加了企业自有资金，使西电电气有能力从银行获得

更多贷款进行投资开发。这期间，西电电气共向国家

开发银行成功申请了14个开发项目的贷款，总投资

达30亿元。而这种投资扩张又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

快速发展。从2005～2008年，西电电气的销售收入

从40多亿元迅速增加到134亿元，4年内共实现税后

利润26亿元，给国家缴纳各项税金29亿元。④又如，

2001～2008年，柳钢股份有限公司共投资技改项目

180亿元，其中，利用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

减免的企业所得税达10亿元，占投资额的6%，产能

从160万吨迅速增加到1000万吨，有力地促进了企

业扩大再生产。⑤

（三）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对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国家规定

的鼓励类产业和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

电视基础产业领域。这种与产业政策紧密配合的税

收减免优惠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企业产品结构调整

和技术改造，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是西部

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1999～2008年，西

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3.8%下降到15.6%，

下降了8.2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和东部地区的下

降幅度；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则由41.0%提升到

48.1%，上升了7.1个百分点，也远高于同期全国与

东部地区的提升幅度。⑥ 二是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明

显加快。从1999～2008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比

重由32.9%迅速提高到41.1%，增加了8.2个百分点，

而同期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仅分别增加4.5、4.5

和6.4个百分点。⑦ 三是基础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迅

① 《国家税务总局西部大开发10周年综合宣传材料》，人民网2009年12月9日。

② 邹国金等《优惠进入倒计时，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何去何从（上，下）》，《中国税务报》2009年6月22日、29日。

③ 周红梅等《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实施8 年广西企业获税款减免79.1 亿元》，《广西日报》2009年10月12日。

④ 同①。

⑤ 农健、莫观华《广西地税部门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8年为企业减免税款近80亿》，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009年4月30日。

⑥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9年）计算。

⑦ 魏后凯、蔡翼飞 《西部大开发的成效与展望》，《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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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西部文化旅游、能源

化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

产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四是推动了重点行业产品结构

调整和技术改造。

（四）推动了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

税收优惠是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当前各地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政府实

施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无疑增加了西部地区

的投资吸引力，有利于西部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下，近年来外商在西部地

区的直接投资明显增加。从1999～2007年，西部地

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7.73 亿美元增加到

50.50亿美元，年均增长16.13%，远高于东部地区

10.16%的平均增速。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占全国比重近年来也迅速提高，由2004年的2.88%

提高到2006年的3.45%，2007年又提高到4.92%。①

同时，沿海企业和国内民间资本西进的速度也明显加

快。比如，浙江企业在四川的投资2002年为23亿元，

2003年为28亿元，2004年为51亿元，2005年为79

亿元，2006年为149亿元，2007年为273亿元，2008

年达到362亿元，6年内增长了近15倍。② 另据不完

全统计，从2000～2007年上半年，东部地区到西部

地区投资经营的企业累计近20万家，投资总额15000

多亿元。③

三、现行税收支持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西部企业实际税负仍然偏高

目前，西部地区企业的税收负担仍然偏高。以税

费与销售收入之比来度量税费负担，2005年，东南沿

海和环渤海地区的税费负担较低，分别为4.1% 和

4.5%；而西南和西北地区较高，分别为6.3%和5.8%；

东北和中部地区处于中间水平，分别为4.4% 和

3.9%。④ 据笔者测算，2007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增值税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为5.03%，在四大区

域中最高，比东部地区高出2.16个百分点；企业所

得税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82%，低于东部地区2.08%

的水平。2008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总

额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为7.1%，在四大区域中最

高，分别比全国和东部地区平均水平高47.9% 和

77.5%。其中，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占产品销售收入

的比重为2.2%，分别比全国和东部地区平均水平高

69.2%和144%；应交增值税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为4.9%，分别比全国和东部地区平均水平高40%和

58.1%（见下表）。最近的一项针对广西上市公司的实

证研究表明，广西上市公司在名义所得税税率显著低

于非广西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实际的所得税税负水平

却显著高于非广西上市公司，说明广西上市公司在享

受西部大开发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上存在“口惠而

实不至”的现象。⑤

2008年我国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负担表

单位：%

产品销售税金 应交增值税占 税收总额占产品

及附加占产品 产品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比 重 比 重 比 重

全  国 1.3 3.5 4.8

东部地区 0.9 3.1 4.0

东北地区 1.4 3.4 4.8

中部地区 1.8 4.5 6.4

西部地区 2.2 4.9 7.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原因：一是我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和出口高度集

中在东部地区，而国家对外资企业和出口给予了

较多的税收优惠；二是西部地区烟、酒、能源、资

源性产品等高税行业所占比重较大；三是各地税

收征管力度的差异。东部地区由于有着充足的财

政来源，往往有余地取消一些行政性收费，同时实

行“放水养鱼”政策，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西部

地区则由于财政紧张给予企业的优惠幅度较小，

税收征管比较严格，各种行政收费较多，甚至存在

收过头税的现象。

（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1.优惠政策力度不够，含金量不高。西部企业税

① 魏后凯、蔡翼飞 《西部大开发的成效与展望》，《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第10期。

② 何晓春《沿着国家区域战略方向——2008～2009年度浙商省外投资热点板块解读》，《浙商》2009年第12期。

③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组《加强东西互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有关问题综述》，2007年11月23日。

④ 世界银行《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年2月版。

⑤ 曾富全、吕敏《西部开发税收优惠效果与北部湾经济区的选择——以广西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水平为实证分析》，《学术论坛》2009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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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较重的事实说明，目前的优惠政策力度不够，难以

根本改善西部地区政策环境，进而有效地提高西部企

业竞争力。总体看来，给予西部的税收优惠含金量不

高，基本上只是把东部地区现行的优惠政策搬到了西

部地区，最多只是拉平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原有的政

策差距，难说是真正的优惠。① 在几乎同等的政策条

件下，国家对西部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难以消除区域

差距，而且对东部企业投资西部的吸引力不大。由于

西部地区目前在基础设施、政府效率和市场化程度等

方面与东部地区尚存在差距，西部地区对资本的凝聚

力仍然较小，使得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并

不明显。现行优惠政策不仅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

政策、沿海开放政策、浦东开发政策等颇有不足，与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相比含金量也偏低。

2.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太短，即将到期。从改革

开放至今，东部沿海地区一直享受着税收优惠政策，

即使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东部5个经济特区

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高新技术企业仍然享受“二免三

减半”的优惠。西部大开发仍处于由起步打基础向纵

深推进的过渡阶段，一些新兴、特色产业还在培育期

内，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具有战略性奠基作用但工期

长、投资回报慢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未能享受优惠，与

东部沿海地区相比，10年的优惠期确实太短。

3.直接优惠的方式比较单一。西部大开发的税

收优惠采取免税、减税、退税的直接优惠方式，这

种方式兼具优缺点，优点在于简单明了，确定性强，

便于操作，缺点在于“一刀切”式的政策缺乏针对

性和弹性，也容易滋生骗税行为。这种优惠制度比

较适合赢利企业，对那些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

获利小、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交通能源

建设、农业开发等项目的投资鼓励作用不大。西部

地区税收收入中增值税和消费税占主导地位，且企

业普遍经营困难，亏损面大，能够从直接优惠政策

中获益不多。

4.优惠政策门槛较高，内外有别，覆盖面偏窄。

现行政策对国家鼓励类产业企业规定，其主营业务收

入必须占企业总收入的70%以上才能享受优惠，政策

门槛偏高，使得企业放弃多元化经营战略或对辅业收

入进行控制，不利于企业转变经营方式，优化产业结

构。从优惠对象上看，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主

要针对新办企业，没有对西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

升级以及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给予足够的税收支持，庞

大的西部地区存量产业得不到税收政策扶持，无力进

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重组。此外，优惠政策仍

是内外有别，有违税收公平原则，不利于内资企业发

展。这些因素导致优惠政策覆盖面偏窄。相关资料表

明，2001～2006年，桂、黔、川、渝、新、青、甘、

宁、陕9个省市区的企业总户数（地税部门管户）大

约为51万户，其中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的企业

只有2.52万户，所占比例不到5%，如果剔除享受农

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优惠政策的企业，真正享受了

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不到2%。②

5.优惠税种针对性不强。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政策以所得税为主，缺乏增值税优惠政策，对西部

地区的针对性不强。由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多属

“吃饭财政”，致使一些贫困地区很难落实税收优惠

政策。即便执行，其收入缺口很有可能要通过收费

来弥补，势必出现“税减费增”现象，抵消优惠政

策的正效应。

四、支持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调整的思路

与方向

税收优惠对西部大开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是国家支持政策中调控能力最强的核心工具之一。

现行的税收优惠已不能满足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

需要，完善和深化税收优惠政策将是后10年需要考

虑的重点问题。建立起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符

合西部实际，产业和区域紧密结合的税收优惠政策

体系是完善和深化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

目标。

（一）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支

持力度

1.延长税收优惠的时限。鉴于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国家对西部大开发政

策扶持年限至少不能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扶持

年限，现行主要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对国家鼓励

类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应延

长10年或20年。同时考虑清理和取消对东部地区

① 王洛林、魏后凯《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邹国金等《优惠进入倒计时，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何去何从（上，下）》，《中国税务报》2009年6月22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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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降低税率。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远未

消除，还存在不确定性，对西部地区的冲击也较大。

为应对冲击，应考虑进一步将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企

业减按12%甚至10%征收所得税，一方面帮助西部

企业度过难关，另一方面为西部地区营造一个政策洼

地，切实为西部企业减负。

3.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并举。直接优惠的方式固

然存在一些弊端，但在未来10～20年对于西部企业

仍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由直接优惠向间接优惠过

渡应循序渐进，在过渡期内宜采取两种优惠方式并举

的办法，减税、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直接优惠方

式主要用于保障西部企业的基本生存，投资抵免、加

速折旧、提取准备金、再投资退税等间接优惠方式应

主要用于扶持基本建设、国有企业脱困、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等方面。

（二）对税收支持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

1.进一步推进完善增值税转型改革。自2009年

1月1日起，我国已开始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鉴于西部地区财政困难，可以考虑制定一些配套措

施，如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调整中央与地

方分成比例等，以弥补地方财政因增值税转型造成的

减收，增强西部财政能力。

2.拓展税源，加大西部地区地方税收留成。一是

将消费税设为共享税，适当提高地方留成比例。二是

根据税收属地原则，调整所得税汇总纳税，对总分机

构、跨区经营企业，不论其企业所得税是在总机构所

在地汇总缴纳，还是在分、子公司所在地缴纳，按税

源地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三是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

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将资源税计税依据由从量计

征改为从价计征，或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复合计征；

对于能源矿产资源实行弹性税率。统一资源税和资源

补偿费，实现税费合一。四是考虑征收环境税，同时

辅以增加鼓励企业增强环保意识的特殊条款，如环保

设备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抵扣，对带来正外部效

应的环保型企业以及消除负外部效应的企业给予税收

减免等。

3.扩大优惠政策覆盖面，公平内外税负。一是制

定适合于西部地区的产业目录，或在现行产业目录中

增加特别条款，将西部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纳入目

录。二是降低政策门槛，将国家鼓励类产业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必须占企业总收入的70%以上规定降为60%

或50%，扩大优惠政策覆盖面。三是取消内外资有别

的优惠政策，公平税负。

（三）建立对关键区域、问题区域的特别税

收优惠制度

西部地区情况复杂，贫困、民族、边疆问题突

出，还存在大量处于困境中的国有经济和资源枯竭

的城市和地区。对于这些关键区域和问题区域，一

般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这些地区刺激效果不显著，

而且这些地区往往税入微薄，地方政府财力困窘。

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要考虑制定一些特别

税收优惠制度。

1.加大对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对

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可实行“五

免五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对到国家和自治

区级贫困县、民族自治县投资设厂或创办企业，并

能为当地创造较多新的就业岗位的投资者，实行

“八免二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国家级

特困地区实行“无税区”，除在一定期限内享受减

免地方税、企业所得税外，还可享受减免其他税费

的优惠政策。

2.制定生态移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生态极

度脆弱、须加大生态移民力度的地区，对生态移民

所涉工程和移入地区实行特别税收优惠或一定期

限的免税政策。对生态移民从事个体经营或者企

业吸纳生态移民就业的，要酌情给予一定期限的

减免税优惠。

3.对资源枯竭和老工业基地城市实行特别税收

制度。目前，国家对西部11个资源枯竭城市的支持

政策主要为财力性转移支付，目的在于缓解这些城

市的财政压力，增强其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但

仅依靠转移支付达不到扶持目的，有必要制定相应

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城市转型和接续产业发展。对

于国有企业，要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以加快其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建立

以扶持国企改造为目标的发展基金，对提供基金的

企业实施免税优惠。对于军工民品企业，比照国有

企业转轨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优惠或比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税收优惠。

4.制定西部边境地区的“特区”政策。对边境

地区，适当放宽西部边境地区设立外向型工业园区

「Forum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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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批条件，增设边境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区

内享受国家出口加工区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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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aluation and Directional Adjustment of

 Tax Policies of West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Houkai Wei and Xiaomeng Yua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tax policies for west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evaluates their effects. Although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supportive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have still had a little effect up

now for their structural problems. There has been little change in the western corporate tax burden which is relatively heavier. The paper suggests

extending the preferential period,adjusting the structure, adopting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preferential modes and centering on establishing a

special preferential tax system for the both critical and problematic areas in the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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