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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分析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视角

西部大开发 税收优惠政策

从 2001 年起开始实施，西部大

开发三轮税收优惠政策都规定

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

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至今已实行 20 年，财政

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于 2020 年联合下发了《关于延续

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 财政部 公 告 2020 年第 23

号），公告决定对西部大开发税

收优惠政策进行延续。

一、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主要变化概述

王昕杰

摘  要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 , 在缩小东西部差距、推动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长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三轮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梳理，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享受西

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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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西部大开发三轮税收优惠政策对比分析

第一轮

(2001-

2010 年 )

第二轮

(2011-

2020 年 )

第三轮

(2021-

2030 年 )

政策 主要政策依据 政策条件 主要政策变化 主要涉及税种
税率
优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关于西

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

税 [2001]202 号 )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有关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 财

税〔2011〕58 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

续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

减按

15% 的

税率

减按

15% 的

税率

减按

15% 的

税率

1. 设在西部地区的

鼓励类产业企业 ；

2.《西部地区鼓励

类产业目录》中规

定的产业项目为主

营业务，且其主营

业务收入占企业收

入总额 70% 以上

的企业。

1. 设在西部地区的
鼓励类产业企业；
2.《西部地区鼓励类
产业目录》中规定
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
务，且其主营业务
收入占企业收入总
额 70%以上的企业。

1. 设在西部地区的
鼓励类产业企业；
2.《西部地区鼓励类
产业目录》中规定
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
务，且其主营业务
收入占企业收入总
额 60%以上的企业。

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民族自治地方的内资企业可以定
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减征或
免征地方所得税。

对西部地区内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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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用设备，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免
征关税

对于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难以界定的由税务机关提请发
展改革等相关部门出具意见。具体办法由省级发展改
革、税务部门另行制定。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经
历了审批制到备案制再到留存备查，逐步优惠了享受方
式。

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
企业，上述项目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 70% 以上的，
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

取消了原先对基础产业实行的“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

对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林 ( 生态林应在 80% 以
上 )、草产出的农业特产收入，自取得收入年份起 10 年
内免征农业特产税。

取消了民族自治地区对内资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权限

对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路、民
航建设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对于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难以界定的，税务机关可以要
求企业提供省级（含副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或其授权部
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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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用设备，免征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农业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

关税、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关税

企业所得税、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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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从

2001 年开始到现在 , 已经实施两

轮 , 目前优惠政策已经延续至第

三轮（2021—2030 年）， 本文 对

西部大开发三轮税收优惠政策进

行梳理与总结 ( 见下表 )，得出如

下结论 ：第三轮西部大开发税收

优惠政策仍然延续 15% 的优惠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类企

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由 70% 降

到了60%，这是西部大开发实施

20 年来首次降低此比例，降低

了优惠政策享受门槛，加大对西

部地区的税收优惠力度 ；对于国

家鼓励类产业项目难以界定的产

业，在第二轮优惠政策的由企业

提供省级（含副省级）发展改革

部门或其授权部门出具的证明文

件，第三轮改为税务机关提请发

展改革等相关部门出具意见，这

一变化也减轻了企业负担。

二、内蒙古落实第二轮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情况及效应分析  

近些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西

部大开发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纳税户数和减免税金额呈现

上涨趋势，全区享受西部大开发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户

数由 2015 年的 400 多户增长至

2019 年的 900 多户，减免税金额

也由 2015 年的 20 多亿元增长至

2019 年 的 100 多 亿 元。 享受 政

策户数占比较高的的行业包括风

力发电、烟煤和无烟煤开采、商

业银行服务、太阳能发电、天然

气生产和供应业等，享受减免金

额较高的行业为烟煤和无烟煤开

采洗选行业。从企业类型看，优

惠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明

显推动作用，享受西部大开发税

收优惠政策的民营企业纳税户数

和减免税金额占总体享受政策比

重最大，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引

进的外资企业户数逐年上涨，民

营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政策户数和减免税金额都呈逐年

上涨趋势。

（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西部大开发 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了内蒙古自治区产业发展壮

大和经济快速发展，对引导企业

向鼓励类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内蒙古第二产业享受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户数和

减免金额都逐年增加，第三产业

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减免税

金额大幅增加 , 为内蒙古第三产

业的快速发展带来良好条件。

（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西部大开发 税收优惠政策

减轻了企业税负，扶持了一批关

系全区长远发展的特色企业和项

目，形成了一些特色产业集群和

大型企业集群。内蒙古煤炭资源

储量超过 8000 亿吨，烟煤和无

烟煤开采洗选等相关产业发达，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煤炭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为其带来大量流动资金，

盘活了企业经营，为其提供了安

全生产建设和激发企业自主研发

的经济扶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业资源丰富，乳业是内蒙古传统

优势产业，对增加农牧民收入、

拉动地区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伊

利、蒙牛为代表的乳业企业符合

西部大开发鼓励类产业目录，享

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减

免所得税金额较大。乳业企业依

托政策优势，构建特色产业和支

柱产业，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

（三）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长期以来，内蒙古矿区开采

等粗放型产业对环境破坏现象较

为突出，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扶持蒙草生态等一批生态企

业，促进矿山生态修复、土壤修

复和盐碱地改良产业化发展以及

草原生态修复，做好生态建设，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间，一

批清洁能源产业得到较快发展，

内蒙古风能储量居全国首位，发

展大规模集中式风电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风电发展比较早，在

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企业中

占比很大。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政策大力培育环保型、生态型企

业发展，降低资源密集型企业带

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为构筑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祖

国北疆亮丽风景线做出重要贡献。

三、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零负申报企业无法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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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优惠政策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主

要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而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是税率

式减免方式，而享受此政策的前

提是企业首先产生盈利，零负申

报的企业则无法享受此项优惠政

策。许多基础设施类投资项目，

由于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等

原因，企业在前期可能会出现亏

损，这使得企业无法享受西部大

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影响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效，与

政策出台的预期产生差距。

（二）政策吸引力大幅下降

随着国家减税降费力度不断

加大，企业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

惠政策不断出台。以小微企业享

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企业都满足

小微企业条件，小微企业税收优

惠政策吸引力远大于西部大开发

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力。

（三）鼓励类产业目录界定

较宽泛，难以准确认定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仅仅给出了产业名称，没有进一

步给出名词解读，在实际工作中

经常出现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哪类

产业的情况。企业的生产经营业

务越来越复杂，要将企业的主营

业务与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的产

业名称一一对应难度很大，虽然

第三轮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

提出由税务机关提请发展改革等

相关部门出具意见，较第二轮要

求企业提供省级（含副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或其授权部门出具证

明文件，减轻了企业负担，但对

于税务部门是否增加了运行成本

仍有待探讨，这无疑也给政策落

实增加一定的执法成本。

四、完善建议

（一）增加其他税种税收优

惠政策方式，给予鼓励类亏损企

业政策支持

现行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政策主要是针对有盈利的鼓励类

企业，而对于一些项目周期长、

前期投入资本大的企业 来说，

未盈利之前享受不到西部大开发

税收优惠政策，建议针对此类企

业，可以增加增值税等其他税种

的税收优惠方式，

（二）丰富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税收优惠方式，增加政策

优惠力度

现行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方式主要是税率式优惠方式，相

比于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

减免政策采用的税率式优惠与税

基式优惠相结合的方式，西部大

开发企业所得税采用 15% 这种

税率式优惠方式的优惠力度则相

对较弱。建议借鉴小型微利企业

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可将鼓

励性企业减按一定比例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增加政策优惠力度。

也可采用设定一些条件，满足条件

的鼓励类企业可采用加速折旧、投

资抵免、延长亏损结转期限、再投

资退税等间接优惠方式。也可提高

对西部地区鼓励类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

允许一次性扣除的研发设备单位价

值。间接优惠方式可以用于扶持建

设周期长、投资成本较多、获利较

完的项目，从而做到“放水养鱼”，

增强政策激励效果。

（三）进一步细化解释现行

鼓励类目录，适当授权省级政府

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的补充权限

建议对现行鼓励类产业目录

出台详细的行业判断标准，根据

产业实际发展情况及时更新目录

内产业名称，增加政策的实操性

和适用性。建议下放部分权限给

省级政府，根据各地区发展规划

自行确定扶持产业，向国家层面

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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