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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电网存在“强直弱交”

的问题，大容量直流同送端、同通道、

同受端并列运行，发生多回直流同时

故障的风险较大。受端电网特高压交

流环网骨干网架尚未形成，不仅限制

了区内电力交换能力和接受区外来电

的能力，还造成了电网抵御风险的能

力不足、电网稳定运行压力大。未来

西部能源基地向东中部负荷中心的直

流输电规模还会不断扩大，“强直弱

交”问题带来的安全隐患将更加突出。

抽水蓄能电站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

电能抽水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

期再放水至下水库，是确保电力系统

安全、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目前抽

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我国中东部和

三北地区，有效缓解了当地电力系统

面临的调峰压力。	另外，大规模风电、

光伏电站并网之后，其不稳定性将会

造成电网电压、电流和频率的波动，

影响电网的电能质量。而抽水蓄能电

站能够将波谷时多余的电能转换为势

能储存起来，在电网负荷高峰时再释

放出来。国际上，也通常是由核电与

抽水蓄能电站搭配出现。因此，可以

说抽水蓄能是大力发展水能、风能、

光伏、核能等清洁能源及新能源的重

要支撑。“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发

展抽水蓄能电站，到2025年，全国抽

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将达到约1亿

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比重达到

4%左右。

清洁能源及新能源增值税

及相关政策研究

（一）清洁能源及新能源现行增值

税优惠政策

1.光伏电增值税优惠政策。根据

《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涉企税费

负担的通知》，光伏电增值税优惠政

策从2018年12月31日延长到2020年

12月31日，光伏发电产品享受增值

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2.风电增值

税优惠政策。根据《关于风力发电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为鼓励风力发电，

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自2015年7

月1日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风电产

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

3.核电增值税优惠政策。根据《关于

核电行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核电企业生产销售电力产品，15年内

按一定比例返还已入库增值税，而且，

退税以核电机组为单位核算。

（二）关于清洁能源及新能源的其

他财税政策

1.风电财税政策。风电企业自经

营期开始，所得税享受“三免三减半”

的优惠政策。即企业减半征收期间执

行7.5%的所得税税率，减半期结束到

2020年12月末执行15%的所得税税

率。城建税按应缴流转税税额的5%

计征、教育费附加税按应缴流转税税

额的3%计征、地方教育费附加税按

应缴流转税税额的2%计征。以上三

项附加税根据主税抵扣或减半征收的

应税额度计征，即：因增值税的优惠

减免政策，附加税也相应随之减免。

2.光伏电财税政策。企业所得税

方面，太阳能光伏发电企业符合“由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太阳能发电

新建项目”条件的，自项目取得第一

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年度起，第一至

第三年免征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3.核电财税政策。对核岛、常规

岛、辅助厂房和通讯设施用地、生活

办公用地之外的其他用地，免征城镇

土地使用税。应税土地在基建期内减

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

方面，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家需要

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

税税负为15％。压水堆核电站及配套

产品名列最新版本《高新技术产品目

录（2006年）》。核电站只要符合其条

件，就可以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核电企

业取得的增值税退税款，不征收企业

所得税。核电站购置专用设备在《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

目录》、《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之内的，专用设备投资额

的10%可以从当年应纳税额中抵免，

当年不足抵免还可以5年内结转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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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抽水蓄能的增值税

及相关政策研究

（一）我国抽水蓄能企业享有的优

惠政策

201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发出《关于大型水电企业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给予大型水电企业增

值税优惠政策，规定“装机容量超过

100万千瓦的水力发电站（含抽水蓄

能电站）销售自产电力产品，自2013

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其

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8%的部分实行

即征即退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至

2017年12月31日，对其增值税实际

税负超过12%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

策。”这项优惠政策于2017年停止后，

目前没有任何关于抽水蓄能企业增值

税方面的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方面，根据我国企业

所得税法，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

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公共

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其中规定：企业从事《目录》内符合

相关条件和技术标准及国家投资管理

相关规定，于2008年1月1日后经批

准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其投资经营

所得，自该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

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目前，抽水蓄

能企业符合《目录》规定并能够享受

这项政策，这对于增加企业的净利润，

减少成本，激励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我国抽水蓄能企业面临的	

问题

目前，我国对抽水蓄能的政策定

位上出现了遗漏和偏差，导致抽水蓄

能和大型水电、风电、光伏电、核电

相比，出现了政策不对等的现象，造

成了不利后果，即国家电网安全稳定

水平降低，清洁能源的消纳能力变弱，

峰谷差矛盾加剧。抽水蓄能的重要性

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与其它

电源相比，抽水蓄能具有“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人优我专”的功能特点。除

其本身可为系统提供黑启动、调峰、

事故备用等全面的辅助服务之外，新

形势下更是在促进清洁能源及新能源

消纳、支撑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且不可代替的作用。

我国对抽水蓄能企业在实际政策

上与大力发展抽水蓄能不匹配，在增

值税优惠政策上，风电、光伏电、核

电等清洁能源及新能源享有即征即的

优惠政策，但是，抽水蓄能企业的增

值税税负畸高，超过了企业总税负的

一半以上。同时，增值税即征即退的

优惠政策在2017年已经停止。同时增

值税抵扣不足。人工费、材料费、机

械租赁费及其它需要采购的物资是抽

水蓄能建设阶段的主要成本，但是在

企业进行增值税核算时，并不能完全

按照抵扣项目及税负获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贷款利息及部分税费仍旧不能

抵扣，抽水蓄能企业每年还要支付大

量的贷款利息及其它税费，这些不能

抵扣。另外，还存在增值税无法转嫁

的问题。根据增值税的原理，增值税

是环环抵扣，税负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但现实情况是，上游企业会通过合同

报价将税负转嫁给抽水蓄能企业，而

抽水蓄能企业无法通过提高上网电

价，将这部分税负转移出去。

促进我国抽水蓄能产业发展的

财税政策建议

（一）给予抽水蓄能企业与水电、

风电、光伏电、核电同等力度的增值

税优惠政策

根据相关分析，目前风电、光伏

发电的实际增值税税率为3%左右，水

电的实际增值税税率为8%左右，而抽

水蓄能实际增值税税率为15%左右。

建议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抽水蓄

能快速发展阶段，借鉴风电、光伏电的

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时间内对抽水

蓄能销售自产电力产品给予50%即征

计提的优惠政策，以增强抽水蓄能的

自有资金积累，加快抽水蓄能产业的

发展速度。当抽水蓄能产业实现完全

商业化的时候，可以恢复至与其他产

业相同的增值税水平，实现行业间公

平竞争。如果对抽水蓄能实施即征即

退的政策，可以减少增值税税款的占

用时间，水电企业的财务费用将会大

大减少，企业的整体建设成本将会大

大降低。另外，为了提升抽水蓄能相关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其在国际市

场上的价格，提高我国抽水蓄能相关

产品的出口额，建议提高出口退税额。

（二）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

完善企业所得税方面，主要是要

扩大享受优惠项目的范围、完善税额

抵免政策和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实行再投资退税。建议在“三免三减

半”政策结束后，给予抽水蓄能企业

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同步给予其他优惠政策

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定额税率，

即采用有幅度的差别税额，按大、中、

小城市和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分别

规定每平方米土地使用税年应纳税

额。建议对抽水蓄能企业的土地使用

税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免。同时，为降

低抽水蓄能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和运

营成本，建议对抽水蓄能技术相关的

业务计征的印花税等予以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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