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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经济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尤其在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国家通过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助企纾困，拉动企业投

资，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对地方而言，通过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企业投资是推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培植财源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回顾大连减税降费政策实

施情况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分析该政策对各类企业投资意

愿的拉动效果，并从税费政策视角提出了加速大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关键词：减税降费 留抵退税 企业投资意愿 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2)11-0060-07

〔收稿日期〕2022-09-27
〔作者简介〕马宁宁，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王家永，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公共财政和区域
经济。

近年来，我国将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作为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拉动市场投资、稳定经济大盘

的重要手段，尤其是 2022年以来推行的以增值税
留抵退税为核心的组合式税费减免政策，力度更

大、范围更广。国务院会议多次强调，各级地方政府

要兑现减税降费承诺，确保留抵退税政策真正落

地，扩大有效投资，一视同仁培植更具吸引力的投

资热土。[1]对地方而言，通过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拉动

企业投资是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培植

财源的有效途径。按照国家要求，大连各级政府积

极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本文

在回顾大连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通过

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分析该政策对各

类企业投资意愿的拉动效果，并从税费政策视角提

出了加速大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一、大连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情况

（一）2021年减税降费政策总体情况

2021年，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经营发展
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实施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政

策，主要包括：一是自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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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在 2019年实施的优惠政
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个体工商户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
惠政策基础上，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对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
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

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

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
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三是自 2021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对月销售额
15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四是自 2021年 4月 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先进制
造业纳税人实施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据相关

部门统计，2021年大连全市实施上述政策累计新增
减税降费额达 51.6亿元。
（二）2022年上半年减税降费政策总体情况

2022年，在展期实施以前年度减税降费政策的
同时，国家加大力度，出台了“六税两费”减免和增

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主要包括：一是自 2022年 1
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对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 50%的税
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

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二是自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中小
微企业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在 500万元
以上的，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例自愿选择在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三是自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期间，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四是自 2022年 4月 1日起，加大小微企业增

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

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留抵

税；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

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并一次性退还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五

是自 2022年 7月 1日起，为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
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

额政策行业范围，将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退还增

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

策范围，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

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

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

据相关部门统计，仅 2022年上半年，大连全市
实现增值税留抵退税额 89.4亿元，制造业中小微企
业缓缴税费（含退税后缓缴）34.9亿元（自 2021 年
11月起），“六税两费”减免额 3亿元。可见，在减税
降费政策中，增值税留抵退税涉及数额最大，市场

主体受益最多。

（三）2022年上半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具体

实施情况

增值税留抵退税即指增值税期末未抵扣完的

税额退还给纳税人。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以

纳税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应

纳税额。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未抵扣完的

进项税额会形成留抵税额。究其原因主要是纳税人

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在时间上不一致造成的，如集

中采购原材料和存货，尚未全部实现销售，或投资

期间没有销售收入，或在多档税率并存的情况下，

销售适用税率低于进项适用税率，都会形成留抵税

额。[2]2022年 4月 1日以来，大连大规模落实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截至 6月 30日，为市场主体退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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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退税额 89.4亿元，是 2021 年全年留抵退税的
2.87倍。

从企业规模看，微型企业办理留抵退税 1.7万
户、累计核准退税金额约 29.6 亿元；小型企业
0.5 万户、退税金额约 13.8亿元；中型企业 792户、
退税金额约 16.7亿元；大型企业 146户、退税金额
约 29.4亿元。
从受众企业户数看，小微企业占整个退税户数

的比例为 96%、中大型企业占 4%；从退税额度看，
小微企业占整个退税额度的 48.5%、中大型企业占
51.5%。数据分析显示，大连全市可退税资源集中度

不高，体现了退税政策的普惠性，小微企业仍是政

策受益的主体。

从企业分布行业看，制造业企业办理留抵退

税 0.5 万户、累计退税 26.9 亿元，退费额为各行
业之最，占整个退税额的 30%；批发零售企业办
理留抵退税 1.1万户、累计退税 8亿元，批发零售
业退税受益面最广，占整个退税户数的 44%，凸
显留抵退税政策对受疫情冲击较大，与民生直接

相关的批发零售行业的精准支持；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办理留抵退税 0.1 万户、累计退税
10.8 亿元。

表 1 大连市 2022年上半年行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情况表

序号 行 业
已退库

金额（亿元） 企业户数（户）

1 制造业 26.9 5419

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5 164

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8 1414

4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 2 1445

5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0.3 19

6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 999

7 农、林、牧、渔业 0 29

8 批发和零售业 8 10473

9 住宿和餐饮业 0.3 126

1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1 253

11 教育 0 17

12 卫生和社会工作 0.3 8

1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4 90

14 建筑业 7.2 1741

15 房地产业 17.9 374

1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2 875

17 其他 1.5 107

退税合计 89.4 2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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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满意度与投资

意愿调查分析

为从个体层面了解大连地区留抵退税政策落

实情况及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我们选取大连地

区 130家企业作为样本企业，其中大型企业 3家，
约占 2.3%；中型企业 22家，约占 16.9%；小型企业
38家，约占 29.2%；微型企业 67家，约占 51.5%。通
过走访座谈、电话调研和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对

政策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开展调研分析。

（一）样本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满意度调查

对 130家享受包括留抵退税政策在内的减税
降费政策的样本企业发放了调查表，征询企业对实

施减税降费政策是否满意？经统计，其中 80.9%的企
业表示“政策非常好”，15.8%的企业表示“政策好”，
3.3%的企业表示“政策一般”。整体上看，企业对国
家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很满意。

（二）样本企业投资意愿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占调查企业总数

89.2%的 116家样本企业表示减税降费政策提高了
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降低了

企业成本，增强了企业扩大投资的动力；占 10.8%的
14家样本企业认为留抵退税政策虽然降低了企业
成本，但对企业扩大投资影响不大。在有投资意愿

的 116家企业中，有意愿投资扩大生产能力的企业
39户，占 33.6%；有意愿投资技术改造的企业 55户，
占 47.4%；其余 22户企业有意愿开发新产品，占
19%。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 121家样本企业认为影
响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形势向好，占 93.1%；
有 101家样本企业认为影响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
是所在行业发展景气度，占 77.7%；有 118家样本企
业认为影响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留抵退税政策、

企业资金流动性增加，占比 90.7%。结合实地调研综
合分析判断，决定企业投资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市场

经济发展形势和减税降费政策利好。[3]

（三）重点行业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与投资增速

比较分析

为从宏观角度分析重点行业减税降费政策与

投资增速的关系，我们以大连相关重点行业 2021
年减税降费额、2022年上半年减税降费额（主要是
增值税留抵退税额）以及 2022年上半年的市场投
资增速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见表 2）。

表 2 大连市重点行业减税降费政策落实与投资增速比较

行业 2021年减税降费额（亿元） 2022年上半年减税降费额（亿元） 2022年上半年投资增速（%）

制造业 17.6 31.8 67.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9 11.3 90.8

批发和零售业 8.4 10.7 72

金融业 1.2 0 -79.1

住宿和餐饮业 0.8 0.8 209.5

房地产业 1.8 17.9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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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重点行业，以及批发

零售业等受众面较广的行业，随着减税降费政策

力度的加大，行业投资增速也同步加快；金融业

减税降费额减少，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由此

推断，减税降费政策是影响行业投资增速的重要

因素。减税降费政策直接影响企业运行和投资具

体体现在：

第一，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能够直接为企业缓解

资金压力，缩短企业资金的周转期，使企业有足够

的资金进行再投资。如大连泰星能源公司，2021年
收到增值税留底退税 8667万元、2022年收到增值
税留底退税 1913万元，留底退税款缓解了企业资
金压力，企业决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投资 1.2 亿
元兴建研发中心，预计 2023年落户大连保税区。
第二，通过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优化地方

营商环境，提振了企业信心，增强了企业经济向好

发展预期和再投资意愿。如大连龙采科技有限公

司，2022年 4月收到期末增量留抵退税 91.8万元、
2022年 9月收到期末增量留抵退税 70.9万元，退
税共计 162.7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 10%的抵
减政策使该公司抵减的应纳税额达 504万元。减税
降费政策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企业决定将加大

投资。

第三，对特定行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如对高新

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对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能够缓解相关企业

初创期或转型期的资金压力，增强了企业加大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意愿。如大连罕王精密

轴承有限公司，2021年 6月收到期末增量留抵退

税 34.5万元、2022年 4月收到期末增量留抵退税
38.1 万元；2022 年较 2021 年同期相比，“六税两
费”及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使得该企业纳税额减少

了 50%。2021 年企业新增设备投资 380 万，2022
年新增设备投资 290万元。再如新源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2 年 4 月收到期末增量留抵退税
1854.7 万元、2022 年 5 月收到期末增量留抵退税
73.6 万元、2022 年 6 月收到期末增量留抵退税
63.4 万元，退税共计 1991.7 万元；2022 年较 2021
年同期相比，“六税两费”及企业所得税的减免，

使得该企业纳税额减少了 76%。该企业 2021 年
新增设备投资额 7924.9万元，2022年前三季度新
增设备投资额 2285.7万元。
调研发现，受市场环境、政府调控和疫情等因

素影响，减税降费政策对个别行业投资拉动的作用

并不明显。如房地产业，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疫

情影响，市场持续低迷，尽管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

覆盖了整个大连房地产行业，减税降费额大幅增

加，由 2021年减税降费额 1.8亿元增至 2022年上
半年退税额 17.9亿元，但上半年全市房地产行业投
资增速依然降至-12.9%。
总体上看，减税降费政策整体上增加了企业流

动资金，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提振了市场主体信

心，激发了企业新增投资意愿。[4]为持续拉动投资，

不断筑牢区域经济发展基础，除了综合利用好普惠

性减税降费政策，还需将减税降费政策与地区区域

优势、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相结合，增加减税降

费政策的适用性、针对性，唯有如此，才能精准推动

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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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加速产业高质量

发展分析

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看，大连应将减税降

费政策与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有机衔接，在用好用

足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以区域优势为依

托、以重点行业为引领，积极争取区域性、行业性税

收优惠政策，研究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税费优惠政

策，更有效地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

升企业信心和意愿，打造投资热土，推动区域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一）综合利用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加速推进

优势产业发展

综合利用好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能够助力

产业集群加速集聚，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大

地区投资力度，形成良性循环发展。应聚焦优势

产业，用好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以轴承制造业

为例，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使大连市轴承产业发

展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的

落地，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负担，推动了企业加

快技术研发步伐，促进轴承制造业转型升级。轴

承制造业是大连的传统优势产业，但与国外先进

企业相比，大连轴承企业在智能化建设、技术升

级、人才支撑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制约大连市轴

承产业加速转型，提高市场占有率和产品竞

争力。

为此，应深挖传统产业优势，精准地用好增值

税税率下调、企业研发投入资本化、新增固定资产

一次性扣除等普惠性税费减免政策，实施精准的科

技支持计划，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打造优势

产业集群。同时，考虑到轴承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

等产业的支撑作用，可比照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实

施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向国家争取行业性的税

费优惠政策，助力产业集群加速集聚，形成良性循

环发展[5]。

（二）争取区域性税费优惠政策，加速高技术产

业发展

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加快地区产业布

局、吸引专业人才、导入全链条产业链的有力引擎。

目前，国家对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海南

自贸港建设给予了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广

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试验区、深圳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和海南自贸港区内的鼓励类产

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高端和紧
缺人才按照最高 15%的实际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为着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

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业

发展新格局，在综合利用好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的

同时，探索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精准扶持区域产

业发展。

具体来说，大连应立足老工业基地振兴，充分

利用东北对外开放前沿和深耕日韩市场多年的区

位优势，积极向国家争取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做

好政策承接及制度创新。以大连市政府与招商局集

团合力打造的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为例，在打造

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一区多园”产业布局，加大

“双招双引”力度的过程中，可以比照其他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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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区的区域性优惠政策，积极争取鼓励类企业

所得税减免、高端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减免等政

策支持，配合落实现行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合作创

新区企业聚集效能，有效拉动区域投资和地区发

展，迅速打造东北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发展战略高

地。[6]

（三）争取特殊性税收优惠政策，加速对外贸易

产业发展

大连作为港口城市，应立足东北亚重要国际航

运中心的国家战略，充分利用优越的港口和口岸

条件和完善的交通布局网络，重点发展港口行

业。在非启运港退税模式下，由启运港口转关的

货物，需运达离境港，且货物实际离境，海关收到

清舱单并结关后，出口企业方可向税务机关申请

退税；但是在启运港退税模式下，货物从启运港

出发报关后，当天即可办理完成转关放行手续，

出口企业即可向当地税务部门申请出口退税。实

施启运港退税，有利于缩短企业退税周期，提高

资金周转率，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2012年至
今，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已陆续获批海路

离境港，实行启运港退税政策。2022年初，国家批
准实施以西安国际港务区铁路场站为启运港，以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港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为离境港的陆路启运

港退税政策。 [7]

为此，应借鉴上海、西安等地的成功经验，积

极向国家争取大连试行启运港退税政策 [8]，即探

索申报试行以大连大窑湾港为离境港，以环渤海

港口和东北地区内陆城市作为启运港的退税政

策，实现行业税收政策和减税降费政策有机结合。

这种针对重点行业的税收政策是充分利用大连港

优越的深水优势和中转优势，打造东北亚国际强

港的必由之路，有利于以港口为轴心，以贸易为纽

带，打造政策洼地，引导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对大

连市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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