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的计算机校园网建设。200 2 年西

部地区普通高校招生规模比 1999 年

翻了一番多。国家重点加强了西部

地区 贫 困 县 医院 、 血站 和血液中

心、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等设施建

设，使西部地区基层卫生基础设施

得到改善。中央国家机关培训西部

地区干部 34000 多人次，中央国家机

关与西部地区之间交流干部 2300 多

人，西部地区 和少数民族地区干部

到中央 、国家机关和东部省市挂职

锻炼 1200 多人，西部地区人才培训

工作明显加强。
——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

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水

电、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棉花、

糖料、水果、肉类等特色产品初步形

成优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

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 1999 年

的 35.4% 提高到 2001 年的 38.3%。国

有企业改革、改组 、 改造力度加大，

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世界 500

强企业已有近百家到西部地区投资

或设立办事机构。累计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和借用国外优惠贷款近 1 2 0

亿美元，落实东西部经济合作和对

口支援项目 9000多个，引进资金 1000

多亿元。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步

伐加快。国 家增加了对少数民族地

区 的 建设资金投 入 和财政转 移支

付，全国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 30 个

少数民族自治州全部纳入西部开发

的范围。国家在西部开发投资中对

西藏作了重点安排 ，并直接安排援

藏建设项目 1 17 个，组织有关省市对

口支援西藏建设项目 70 个，总投资

400 多亿元。国家在新疆布局了西气

东输、水利开发 、 流域治理、退耕还

林、交通建设、商品棉基地建设、优

势资源勘探 等一 批 重点项目。宁

夏、内蒙古、广西自治区投资和经济

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作者单位：国务院西部开发办

公室 ）

专题 报 道——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推进西部大开发

西部开发
财政政策措施

容星火

推动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

落实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

决策，出台了相配套的税收优惠政

策。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

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及《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

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实施意见的

通知》精神，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西部

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通知明确规定 ：

1 .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

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在 2001 年至 2010 年期间，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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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征或免征地方企业所得税。
中央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审批权限和

程序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3 .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 、电

力 、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业

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 70% 以上的，可

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如下优惠政策：

内资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前两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3 至第 5 年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期在 1 0 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

起，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3 至

第 5 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4 .对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

林（生态林应在 80% 以上）、还草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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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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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范围限于公

路线路及两侧边沟所占用的耕地，

公路沿线的堆货场、养路道班、检查

站、工程队、洗车场等所占用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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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免税之列。
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西部

地区的重点工程建设。一是对西气

东输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

务院《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

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

收暂行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

“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的原油 、 天

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收率为

5 % ，在计征增值税时，不抵扣进项

税额。原油、天然气出口时不予退

税” 的规定，西气东输管道工程上游

中外合作开采天然气应适用按实物

征收 5% 增值税的政策。相对于规范

的征税办法，中外合作开采油气的

增值税名义税率较低，如果产品直

接出口，可以享受到实际优惠；如果

产品在国内销售，由于下个环节的

企业在购进这类油气时只能抵扣 5 %

的进项税，不仅难以享受到低税率

的优惠，甚至要承担比规范办法征

税更高的税负。考虑到西气东输的

油气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为了支

持西气东输项目的建设和发展，经

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下发了《关于西气东输项目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对西气东

输项目上游中外合作开采天然气增

值税执行 1 3 % 的统一税率，并允许

抵扣进项税额。其他中外合作油（气）

田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自营

油田开采的原油 、 天然气仍按实物

征收增值税，征收率为 5% ，在计征

增值税时，不抵扣进项税额。二是对

内昆 铁路的税收 优惠政 策。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内昆铁路

免征耕地占用税和资源税问题的通

知》规定对内昆铁路（四川内江至云

南昆明）建设工程取弃土场 、改移道

路 、临时工程占用的耕地免征耕地

占用税；对内昆铁路建设工程单位

自采自用的石料免征资源税。
配合退耕还林还草，调整试点

地区的农业税政策。根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

作的若干意见》精神，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退耕还

林还 草试点地区 农业 税政策的通

知》，规定：

1 .执行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食

政策的试点地区 ，凡退耕地属于农

业税计税土地 、国家补助粮食达到

或超过了退 耕之前原常年 产 量水

平，可从补助粮中先扣除农业税，再

发给农民 ，以不减少当地政府收入

来源。
2 .退耕之前的原收益水平，按

土地退耕前 5 年的常年产量计算。补

助粮食标准（长江上游 150 公斤，黄

河上中游 1 0 0 公斤）达到常年产量

的，按原农业税税额扣除农业税；补

助粮食标准未达到常年产量的，相

应 调减农业 税 ，合理 减少扣除数

量。补助给农民的现金不计入补助

粮食标准。

3 .退耕地原来不是农业税计税

土地的，无论农作物产量多少，都不

得从补助粮食中扣除农业税。

支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支持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2000 年至 2002

年，中央财政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4500 亿元，到 2002 年底已累计安排

国债资金 4 19 8 亿元，其中安排西部

地区国债资金 1882 亿元，占已安排

国债投资总规模的 44.8% ，其中：拨

款 1692 亿元、转贷 190 亿元。国债资

金主要投向了以下行业：农、林、水

利项目 478 亿元，公路、铁路、民航

等交通项目 571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

207 亿元，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 1 54

亿元，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1 4 1 亿

元，扶贫 40亿元，环保项目 58亿元，

公检法司设施 52亿元，教育、文化、

卫生设施 73 亿元，旅游基础设施 23

亿元，粮库建设 33 亿元，其它项目

52 亿元。
国债投资有效地带动了西部地

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极大

地改善了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环境，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奠 定 了基础。在国 债投资的带动

下，2000 年、200 1 年和 2002 年西部

地区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达

12.7% 、19.3% 和 20.6% ，分别高于东

部地区 4.5、6 和 4.4 个百分点，为缩

小地区差距和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

展，奠定了基础。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项目银行

贷款实行财政贴息。从 200 1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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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按不超过 30 亿元的贷款规

模，对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基础设施项目银行贷款实行

财政贴息，贴息资金 1 亿元，贴息期

限暂定为 10 年。贴息范围包括开发

区内道路、桥涵、隧道、污水处理及

排放系统、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开发

区内供电、供热 、 煤气、自来水及通

信网络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20 0 1

年、2002 年，对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银行贷款规模分别为 56 亿元、83 亿

元，每年财政贴息 1 亿元，有力地支

持了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据外

经贸部反映，近两年中西部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值 、 工业增

加值、税收收入、出口额等主要经济

指标高速增长，增幅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中央财政加大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

移支付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

逐 步 加 大 一般性 转 移 支 付规

模。1 99 5 年以 来实行的一般性转移

支付，是按照规范和公正的原则均

衡地区间财力差异的一种国际通行

的做法。根据客观因素计算确定各

地区的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

出，将各地标准财政支出大于标准

财政收入的差额作为财政转移支付

资金的分配依据。2000 年以来，中央

财政对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规模逐年增加，2000 年为 52.50 亿

元，2001 年为 75.65 亿元，比上年增

加 23.15 亿元。中央财政因所得税分

享改革增加的收入，按照公平、公正

的原则 ， 采用规范的方法进行分

配，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实行

转移支付。200 2 年中央财政因这项

改革增加的收入约 124 亿元，按规定

全部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由于

实行所得税分享改革，2002 年中央

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达到

277 亿元，其中对西部地区的一般性

转移支付为 155.15 亿元，比上年增加

79.50 亿元。

设立民 族地区 专项转移支付。
从 2000 年起实施的对民族地区（包括

非民族省区的民族自治州）的转移支

付，当年此项转移支付为 25.5 亿元，

2001 年为 32.99亿元，2002年为 39.05

亿元。

加大对西部地区调整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工资增加支出的补助

一是从 1999 年 7 月 1 日起，机

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增资 1 2 0

元，中央对西部地区因此而增加的

财政支出按比例给予补助。二是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机关事业单位职

工月人均增资 100 元，并实施奖金制

度，中央对西部地区因此而增加的

财政支出按比例给予补助。三是从

200 1 年 10 月 1 日起，机关事业单位

职工月人均增支 80 元，中央对西部

地区因此而增加的财政支出给予全

额补助。以上三项，中央财政补助西

部地区共计 632.81 亿元，其中，2000

年 94.84 亿元，2001 年 269.55 亿元，

2002 年 268.42 亿元。四是从 200 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

度，西部地区的 592 个县（市 、 区）列

入艰苦边 远地区 津贴 制 度实施范

围，所需经费 50 亿元全部由中央财

政负担。五是调整西藏特殊津贴标

准。按照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

定的西藏继续执行 “2.5 倍工资” 政

策的原则，将西藏特殊津贴标准由

2000 年每人每月平均 550 元提高到

104 3 年，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西藏干

部职工工资收入水平，所需资金全

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增加对西部地区生

态环境建设的投入

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天然林

保护工程从 1 99 8 年起开始实施，除

广西壮族自治区外，西部地区的其

他省（区 、市）均列入工程实施范围。

2000 年至 2002 年中央共安排天然林

保护工程资金 3 15.1 2 亿元（财政专项

资金 216.23 亿元，基建投资 49.92 亿

元，对地方财政减收补助 4 8.9 7 亿

元）。其中，对西部地区投入 197.19 亿

元（财政专项资金 1 1 7.90 亿元，基建

投资 42.80 亿元，对地方财政减收补

助 36.49 亿元），占总投入的 62.6% 。
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从 2000

年起实行退耕还林（草）工程，西部地

区的各省（区 、市）均列入工程实施范

围。2000 年至 2002 年中央财政安排

退耕还林（草）工程资金 223.56 亿元

（财政专项资金 159.28 亿元，基建投

资 60.25 亿元，对地方财政减收补助

4.03 亿元），其中，对西部地区投入

160.30 亿元（财政专项资金 1 17.20 亿

元，基建投资 40.10 亿元，对地方财

政减收补助 3.00 亿元），占总投入的

7 1.7%。
实施防沙治沙工程。2000 年，国

家启动了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试点

示范工程 ，内蒙古是重点治理地区

之一。2000 年至 2002 年，中央共投

入 49.25 亿元（基建投资 37 亿元，财

政专项资金 1 2.08 亿元，对地方财政

减收补助 0 .17 亿元），其中，投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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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自治区 1 5 .6 0 亿元（ 基建投资

1 0.20 亿元，财政专项资金 5 .30 亿

元，对地方财政减收补助 0 .1 0 亿

元），占补助总额的 3 1 .7% 。

加大对西部地区社会保障资

金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

善西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社会保

障专项转移支付力度。2000 年，中央

财政共补助西部地区 “两个确保” 和

“低保” 资金 147.06 亿元，其中，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1 12.29 亿元，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 3 1 .5 1 亿

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3.26

亿元。2001 年，中央财政共补助西部

地区 “两个确保” 和 “低保” 资金

151.69 亿元，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补助 11 1.98 亿元，下岗职工基本生

活保障补助 31.74 亿元，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补助 7.97 亿元。2002 年，

中央财政共补助西部地区 “两个确

保” 和“低保” 资金 188.39 亿元，其

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140.85 亿

元 ，下岗职工基本生 活 保障补助

3 1.04 亿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补助 16.50 亿元。
二是督促西部地区建立财政社

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 ，对各级财政

预算安排的社保资金实行封闭运行

和专项管理，保证资金及时足额筹

集和专款专用。目前，西部地区各级

财政部门都已按照要求设立了财政

社会保障补助专户。
三是指导和督促西部地区深化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推动西部地区积极创造条件

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

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改革等。
四是 采取有效措施 ， 建立社会

保险基金自求平衡机制 一方面推

动西部地区认真稽核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 . 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机

制 ， 推进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

工作；另一方面督促西部地区 严格

清理社会保险支出，清理规范社会

保险支出范围 、项目和计发标准，着

力 建立社 会 保险 基 金 自求平衡机

制。目前，陕西、甘肃、青海、云南、

内蒙古、重庆等 6 个省（市 、 区）实行

了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

在其他专项资金分配上

对西部地区给予支持

扶贫专项资金向西部地区重点

倾斜。2000 年至 2002 年，中央财政

投 入 西部地区 的 扶 贫资 金 分别 为

55.28亿元、58.43亿元和 61.23 亿元。
对西部地区农村税费改革予以

支持。2001 年，中央财政安排西部地

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转移支付 27.65

亿元（含农村教师工资补助 20.7 6 亿

元）。2002 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

围扩大，内蒙古、四川、贵州、重庆、

陕西 、 甘肃、宁夏和青海 8 个地区全

面试点，除西藏外，其他地区也选择

了部分县（市）试点。对全省进行改革

试点的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在计算

转移支付时给予了适当照顾，农民

人均补助水 平高 于其他地区。当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西部地区农村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90 .05 亿元（含农

村教师工资补助 20.76 亿元）。
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农业综

合开发投入力度。2000 年至 2002 年

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分别安排农业

综合开发资金 18.51 亿元 、 21.21 亿元

和 2 4 .9 8 亿元 ， 分别比上年增长

19.0% 、 14.6% 、和 17.8% ，高于全国

平均增长水平。同时，逐步扩大西部

地区 农业综合开发范围，降低西部

地区 农业综合开发有偿资金和地方

配套资金的比例。
加大对西部地区 的教育投入。

2000 年至 2002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

排西部地区教育专项拨款 1 02.94 亿

元，占地方教育专款总额的 43.1% ，

三年分别为 13.58亿元、43.85 亿元和

45.50 亿元。其中，从 2001 年开始实

施的第二期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工程” 专项经费，200 1 年和 2002

年分别补助西部地区 7.97 亿元，占

当年专款总额的 79.7% 。
支持西部地区文体广播事业发

展。2000 年至 2002 年中央财政累计

安排西部地区文体广播事业发展专

项补助 12.58 亿元，占中央财政文体

广 播 事 业 发 展 专 项 补 助 总 额 的

44.2% 。自 2000 年起，中央财政设立

补助西藏、新疆等西部 7 省（区）广播

覆盖与实验工程专项资金（简称 “西

新工程” 专项经费），用于支持西部

广播事业发展，2000 年至 2002 年分

别为 1.49 亿元、4.41 亿元和 4.77 亿

元；此外，自 200 1 年 1 月 1 日起，

中央财政对实施 “西新工程” 地区现

有的调频台和改扩建的调频台发射

机生产用电给予定额补助。
对西部地区政法部门的办案 、

装备和基础设施维修给予了重点支

持，2000 年至 2002 年共补助 19.59亿

元 ，占中央 政法 补助专 款总额的

49.7%。
采取措施，减轻西部公路建设

负担。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

计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整顿规范公

路建设税费，促进西部地区建设和

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按其相关规

定执行，预计一年可减轻西部公路

建设负担 30 亿元。
大力支持对西部地区企业的发

展。一是科技创新基金进一步向西

部地区倾斜，实行西部地区科技创

新项目专家评审录取分数低于全国

统一分数线和确保西部地区重点推

荐项目的政策；二是经国 务院批

准，从 2000 年起设立 “西部地区外

经贸发展促进资金” 并制定相应的

资金管理办法。
（作者单位：财政部预算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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