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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建议1 

 

孔翠英
2 

 

山西的产业结构不仅体现在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也体现在二、

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不平衡。第二产业内部资源型行业占比高、发展快，

而非资源型行业占比低、发展慢；第三产业内部传统服务业占比高，

现代服务业占比低。税收对山西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能够发挥

促进作用。但现行税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功能并不明显，需要完

善现行税收政策以推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 

考虑我国税权高度集中的现实，税收政策的调整权限主要集中于

中央，但山西作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可以根据自身转型的

现实需求，将税收改革的政策建议作为政策诉求提请中央，争取相应

政策的先行先试权，也尽可能争取在税收政策上中央能够给山西经济

转型一定的倾斜政策。 

一、增值税收入分享机制的长远考虑 

五五分成的增值税分享方式从长远看可能不利于资源型地区产

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型地区扩大第二产业规模获取更多的增值税收入

要比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获得更多的增值税收入容易的多，因此在较高

的增值税分享比例激励下，地方政府可能更容易通过刺激资源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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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张来获取更多的分享收入，从而使产业结构调整遭遇来自地方税

收冲动的更大阻力。因此资源型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注重地

方税主体税种的培育，以保证资源型地区能够有充足的税源。 

二、争取将资源税立法权下放给地方 

将资源税税权下放给地方，有利于资源型地区因地制宜根据地区

税源分布状况和经济发展目标对税收要素进行合理设计，能够更好发

挥资源税对产业结构的调节功能。资源型地区可逐步争取资源税税率

制定权、征税范围的确定权等，最终将资源税的立法权限全部下放到

地方。 

三、突出税收优惠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功能 

鉴于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山西可以向中央争取一定

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轻重缓急，因地制宜制

定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有效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

导作用。 

首先，产业优惠应成为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方向。按照资源型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要实行明确的产业差别优惠政策，加大对高新

技术产业、新兴战略产业等代表产业发展方向行业的优惠力度，对生

产能力过剩、市场基本饱和的煤炭、电力等资源型企业，不给予税收

优惠；对阻碍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行业，应实

施惩罚性税收政策，提高其税收负担，加快其淘汰退出。通过产业优

惠政策引导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合理流动，

引导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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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推动技术进步和人才建设应成为税收优惠的重点内容。资

源型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条件所限，产业技术水平较为落

后，高端人才非常欠缺，对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硬性制约。为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进程，税收优惠的重点应是推动技术进步和人才素质的提

高。 

税收优惠主要是为企业进行研发创造宽松的条件，对研发成果的

运用实施优惠。可以考虑对企业进口的科研设备和技术在进口环节给

予免征各项税收的优惠，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允许将购入的科研设备

和技术成本一次性扣除，减少企业的研发成本压力。为鼓励科研成果

尽快投入使用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应对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以

及个人转让先进技术成果的转让所得给予免征所有税收的待遇，体现

国家对高新技术研发的支持。 

运用税收优惠推动人才建设，主要是为人才培养创造条件，为引

进人才提供环境。可以考虑对企业的员工培训支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时据实扣除；对企业引进高端人才时采取的技术入股、专业知识劳务

出资等方式，在进行分红配股、派发股息时形成的个人所得给予免税

规定，以增强人才吸引力，促进人才向新兴产业产业集中，为产业结

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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