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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参与

中国经济发展，对保持中国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无疑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

长时期以来，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

过多，使国内企业长期处于市场竞争的

不利地位。当前国有企业步履维艰；乡

镇企业也失去了原来的发展势头。反

观外商投资企业，由于享受各种优惠政

策，发展比较顺利。在实行国有企业改

革，搞活国有企业的今天，应对外商投

资企业优惠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创造一

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所有企业进

行公平的竞争。

一、优惠政策及其影响

（一）各地的优惠政策名目繁多

我国为吸引外国投资，除中央统一

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享受 15% 的所得税

税率优惠政策外，各级地方政府所设立

的优惠政策名目繁多。
主要包括：1.经营期限在 10 年以

上的从获利起第 1 第 2 年免交所得税，

第 3—5 年减半或按 10% 交所得税。2.

企业出口产品产值占全部产值 70 % 的，

按 10% 征收所得税。3.外商投资企业

发生年度亏损，可以以下一纳税年度所

得弥补，不足以弥补的，可以延续 5 年。

4.外商投资企业以外方利润进行再投

资，投资于本企业的退还其已上交的

40% 的所得税税款，投资于出口企业、

高技术企业的，退还全部已交所得税税

款。5.外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汇出国

外时，免交所得税。6.外商投资企业进

口的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料、设备等

免交进口关税和增值税。7.外商投资

企业建设工程所需土地 5 年内免交土

地使用费，其后按标准的 20% 交纳土地

使用费；外商投资于水利、能源、交通等

基础设施的还可得到政府划拨 土地。

8.减半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9.免交地方所得税和房

产税。10.外商投资企业还可享受生产

经营所需的水、电、暖、气的优先使用、

优先安排进口配额、运输计划等。上述

情况只是从几个城市了解到的，若进行

全面统计，名目会更多。

在国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求得

经济的发展，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外

资无可非议，但优惠政策象中国这么多

的却为数不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是世界

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对投资美国

的外商基本没有优惠政策。我国这么

多的优惠，对国家、对各级地方政府是

不利的，对国内 企 业来说也是不公平

的。
（二）过多优惠政策带来不利后果。

1 .不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我

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是以 税收的

优惠政策为主，1996 年对外商的各种税

收减免如中央所得税减免、地方所得税

减免不下 300 亿元人民币，加上土地批

租、关税减免等优惠每年国家财政约少

收入约 400 亿元人民币。长期的优惠

政策，使外商享受的优惠达几千亿元。

也意味着中国财政少收入几千亿元。
2.造成中外企业严重税负不均。

由于我国对外商来华投资实行各项优

惠政策，因此各类企业在税负上存在着

明显的差距。如国有企业平均百元增

加值税负是集体企业的 1 .73 倍，是三

资企业的 1.85 倍；国有经济负担的税

收超过应负税收的 24 % ，集体经济只负

担其应负税收的 71 % ，而三资企业只负

担其应负税收的 66% ；国有经济创造不

到 50% 的增加值，却负担 71% 的国家

财政收入，集体和三资经济创造 45% 的

增加值，只负担财政收入的 28% 。

3 .不利于发展民族工业、促进企业

公平竞争、不利于搞活国有企业。由于

长期给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相当于国

家每年以数百亿元的补贴，资助外资企

业与国内企业进行竞争，而与此同时，

原来对国内企业的各项补贴政策都已

经相继取消，这样，等于国家在外资企

业和国内企业的竞争中，创造了一个不

公平的竞争环境，外资企业在享有各种

优惠政策的情况下，还有资金、技术、人

才、管理等诸多优势，在竞争中处于明

显的优势地位。国内企业在税收政策

上承担着 2 倍于外企的负担，承担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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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包袱，加上技术上相对落后，管理

上不科学，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

位，二者进行着一种不公平的市场竞

争，当前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困

境，正是这种长期不公平竞争的结果。

这种不公平竞争实质上等于本应由外

资企业负担的一部分税负改由国内企

业来负担。

二、减少优惠政策的可行性

（一）减少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不

会造成外资撤出

有的同志担心取消对外商投资的

优惠政策必然会导致外资大量撤出中

国市场，深圳市和山东省的实际情况对

消除这种担心是最好的依据。
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深圳市在

全国率先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取

消了优惠政策，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来

看，执行这一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是利用外资额不仅没有大幅度减少，

反而有所增加。据统计，1997 年全年实

际利用外资比上年增加 18.6 % ，利用外

资合同金额增加了 5.3% ，1998 年 1—2

月 累计实际 利 用外资 比上 年 增 长

76.4%。二是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1998

年全年增长 29. 4% ，而 G DP 增 长 为

16% ，财政收入远高于经济的增长。
从 1998年 2 月起，山东省宣布对

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此项政策执行

一个多月来，收效也不错，第一 季度实

际利用外资虽然较同期减少了 3.3% ，

但协议利用外资却增长 200% 。

山东、深圳的实践表明，对外资企

业实行国民待遇，不会导致利用外资的

大幅度减少。因此我们不用担心对外

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而导致外资流入

的锐减。
（二）国内资金充裕，无需为外资流

入减少担忧。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从投资

角度来看，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还是内

资，1996 年利用外资也只占全部投资的

12%。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在外资可能

减少情况下，我们有足够资金来弥补这

一缺口。我国有着丰富的国内资金，储

蓄率居世界之首，达到 40% ，远远高于

发达国家（一般不足 1（）% ），比东南亚国

家的接近 30% 也高出 10 个百分点。到

1997 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 46 000

亿元。如此高的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建

设提供了丰富资金，且这还只是我国可

利用资金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财政资

金、企业自有资金、预算外资金等等，据

粗略计算，1998 年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的资金就达 27 600 亿元，与 1998 年国

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基本持平（没有考

虑外资），说明可用 于投资的资金是充

裕的，不必过份因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

的优惠政策而忧虑。
因此今后重点应将眼光放在内资

上，主要依靠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利用

外资主要应集中力量引进技术，对于引

进先进技术的外资，我们也应以技术换

市场的原则，让其与国内企业公平竞

争，对其实行国民待遇，对于那些只是

通过投资占领中国市场、或享受中国优

惠政策的投资，应有所控制，特别是沿

海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来

说，也应处理好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

关系，不可不顾一切的对外商投资企业

实行过多的优惠政策。应逐步减少对

外资的依赖，走上以依靠内资为主的发

展道路。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

投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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