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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4_B8_9C_E

5_8C_97_E6_8C_AF_E5_c61_93524.htm “中央政府投资向东北

地区倾斜”、“在东北地区率先实行内资企业所得税工资支

出税前全额扣除办法”、“研究设立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产

业投资基金”⋯⋯ 11月27日，据获悉包括上述重要举措在内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被清晰地写入《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初

稿)》(下简称《规划(初稿)》)。 这份指导东北地区振兴的纲

领性文件已经通过专家评审，各部委和东北三省一区的反馈

意见正在汇集中。 一位参与评审的专家透露，《规划(初稿)

》还将在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预计于今年年底或明

年年初上报国务院审批。 八大规划重点 《规划(初稿)》锁定

为八大关注重点：面临的形势；指导思想和振兴目标；促进

产业优化升级；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协调区域发展；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发展活力和政策措施与实施机制

。 10月26日，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工作会

议暨专家咨询组会议，会议由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

梧主持，专门对《规划(初稿)》再次展开头脑风暴。 本报记

者了解到，会上综合规划组对《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进行了

汇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

成员陆大道任专家咨询组组长、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

等十多位资深专家组成的咨询组对规划文本进行了论证，发

改委各司局、东北三省一区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领

导参加了会议并就规划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特别是在对完

善振兴经济政策上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支持。”一位与会专家



如此评价，这正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三年多来，东北地区

所一直期盼的。 规划期以“十一五”为重点，同时对重大问

题展望到2020年。 解决资金问题：增量与存量并重 统计数据

显示：2002年～2005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9%

，而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高达30.5%。 在此基础上，

《规划(初稿)》为东北地区提出的振兴目标是，“十一五”

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24800元。 一方面目标清晰明确，另一方面政策保障也随之

到位。 《规划(初稿)》中已明确提出“中央政府投资向东北

地区倾斜”。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一位省情研究专家向记者分

析，“这标志着中央开始明确提供政策来解决振兴东北的资

金需求问题”。 在振兴的增量保证上，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

业无疑为东北地区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规划(初

稿)》提出研究设立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产业投资基金，支持

装备制造业、重要原材料工业、农产品加工业、高技术产业

及相关产业发展。 沈阳市发改委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针对《

规划(初稿)》，他们早在10月底所上报的意见便是希望能够

把沈西工业走廊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开发区纳入规划。 同时

，《规划(初稿)》在解决东北地区沉重的历史包袱上，也给

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力度。例如，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国

有林区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积极给与支持。推进完善增值

税转型试点工作。落实企业历史欠税的豁免政策。统筹推进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 此外，国家政策性银行还将继续

加大对东北地区的信贷支持。拟研究建立区域性的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的再担保机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灵活处置不良资



产，并选择有条件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开展不良资产处置试点

。 在增量和存量改革的基础上，综合改革还将加大扶持力度

，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将率先实行内资企业所得税工资支出税

前全额扣除办法。此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今年9月发

文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工资支出的税前扣除限额由原来的人均

每月800元调整为1600元。此举当时被称为“两税合并”改革

前的一项重要政策调整，而若能在东北地区率先实行全额扣

除，则无论对于“两税合并”还是东北振兴都有重要的意义

。 此外，《规划(初稿)》还提出实行再投资抵免政策，对投

资东北地区的内外资企业用作再投资的利润免征所得税。 前

述专家分析认为，这表明中央政策支持和开发重点都逐步向

北方地区转移。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央能够提供

好的政策只是东北振兴的要素之一，接下来更为重要的课题

便是东北地区如何把握机会，运用好这些政策。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