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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重的稅務法規遵循的負擔，以及來自稅務機關加強查核
力度所帶來的稅務風險，是所有企業目前及未來必須正視與面
對的事實，尤其跨國企業應該掌握各國頒布的最新法規，並透
過交流溝通平台，以掌握稽徵實務變動的趨勢。資誠以實際行
動參與及以專業促進兩岸產官學界稅務交流，來實踐我們的企
業責任，照片內容為資誠會計師參與 2013 年中華產業國際租
稅學會與中國國際稅收研討究會在福州市舉辦之「第一屆海峽
兩岸國際稅收交流研討會」，出席人員有吳德豐會計師（現任
租稅學會理事長），郭宗銘會計師（資誠稅務法律營運長）等，
大陸出席人員有稅收研究會會長王力先生(中國國家稅務總局
前副局長)及國際稅務司與各省稅局主管等一共七十多人參
加，場面盛大且獲致豐碩研究成果，對促進兩岸稅務交流起到
積極作用。
「第二屆海峽兩岸國際稅收交流研討會」將於今年 11 月 4 日
於台北舉辦，參加者除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會員外，尚有數
十位兩岸產官學界重量級代表，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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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專家投稿

新一輪西部大開發企業所得稅優惠正式確定

背景

2014年8月20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終於正式發布《西部地區鼓勵類産業目錄》(“《西部目

錄》”)，其中包含國家現有的三個産業目錄中的鼓勵類産業，並另根據西部大開發各地區的情

况新增其他鼓勵類産業，自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

爲持續鼓勵大西部的開發，財政部、海關總署及國家稅務總局先前於2011年7月聯合出台了財稅

[2011]58號文，將西部大開發財稅優惠政策期間延展為2011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但其

中並未對實施細則作出具體的規定。

2012年4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2012]12號公告(“《12號公告》”)，規定《西部目錄》出台前暫

時適用的目錄範圍，明確相關的申請和審批程序，並追溯至2011年1月1日起實行(詳細內容請參

考資誠中國稅務熱訊點評2012年6月第二期《中國公布西部大開發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進一步

實施方針》)。

一、《西部目錄》所包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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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發布的《西部目錄》是由國家現有的三個産業目錄中的鼓勵類産業及西部地區新增鼓

勵類産業兩部分所組成。其中國家現有的産業目錄包括：

1. 《産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版)(修正)》(“《結構調整目錄》”)中的鼓勵類産業

2. 《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2011年修訂)》(“《産業指導目錄》”)中的鼓勵類産業

3. 《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産業目錄(2013年修訂)》(“《優勢産業目錄》”)中的西部

地區産業

此外，《西部目錄》根據西部大開發十二個省、自治區或直轄市的産業發展結構與地域資

源優勢，分別制定了新增鼓勵類産業項目，其中重慶新增了32項、四川省新增了36項、陝

西新增37項、雲南新增33項、貴州新增31項等。

二、新增鼓勵類的産業：

西部大開發地區幅員廣闊，十二個西部省/市/自治區産業發展重點和資源禀賦本就不同，

因而新增的産業項目也存在各自的特點。在西部地區新增的鼓勵類産業中，四川省、重慶

市的新增項目以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陝西省則出現了生物科技項目；貴州包含了一

些資源類開發和生産項目；雲南省則出現了園藝培育項目等。

近年來西部地區除了發展生態環保、能源利用等優勢産業以外，部分發跡於東部與沿海地

區的傳統行業，如汽車製造、半導體生産、倉儲物流、生物化工等產業也向西遷移以尋找

更好的發展空間。另外，部分國家大力鼓勵發展的項目也同時出現在西部地區的新增鼓勵

類産業中，例如：醫療機構經營、汽車製造、節能環保、能源開發和利用等產業。

新增鼓勵類項目的設定意在開發別具地方特色的經濟增長動力，促進西部各地區的相關産

業與産品發展，推動西部地區産業與技術結構的轉化與升級。

資誠觀察

對於依據《12號公告》給出的舊版産業目錄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公司來說，當務之急應是確

認當初適用的舊版鼓勵類産業是否仍然包含在《西部目錄》當中，或者表述是否改變。若無法

確定，企業應與主管機關及時溝通確定舊版產業目錄與《西部目錄》如何接軌，是否應重新提

出書面申請以求繼續享受優惠。

對於在西部生産經營的外商投資企業來說，《西部目錄》明確其適用《産業指導目錄》和《優

勢産業目錄》，但並未明確其是否適用《西部目錄》中的新增鼓勵類産業項目；因此，外商投

資企業若想投資西部地區各地方的新增鼓勵類産業，需要事先與當地稅務機關溝通，以瞭解地

方對相關政策的具體執行。

西部地區先天擁有地域開闊、勞動力充足、勞動成本相對低廉與蘊含天然資源的優勢，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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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目錄》的出台更確定了大西部開發稅收優惠政策的實質，增加企業在區域擴展上的選擇，提

供企業西進的多重誘因。

目前，中國地域性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已不多見，除了西部大開發的十二個地區以外，僅有

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珠海橫琴新區及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三個地區，各地區也都

出台了各自適用的鼓勵類目錄，以吸引企業投資並扶植目標發展產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然

稅務成本固然是投資區域選擇的重要考量因素，企業也需綜合工商、海關、資金流動、外匯便

利、退出機制、風土人情等多方面因素，從而選擇最適合的投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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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中國稅務相關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姓 名 電話與分機 電 郵

兩岸稅務組

段士良 會計師 +886 2 27295995 patrick.tuan@tw.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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