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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

略规划，对于解决京津冀地区长期以来存在

的发展不均衡、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

等问题，真正将京津冀经济圈打造成我国经济第三极，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二五”期间，需要理清京津

冀区域发展中的财政难题，寻求破解之道，推进京津冀

一体化格局加快形成。

区域统一市场与分税制的矛盾与化解

京津冀一体化要求通过区域合作优化经济布局和

产业结构，实现互利共赢。但在现行分级分税的财政体

制下，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是增加财政收入，在努力增

加当地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要控制财政利益流出。地方

政府的这一动机直接限制了区域间产业转移、要素的

流动和优化组合。

在经济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中，涉及到整体

搬迁企业和跨地区经营企业两类企业，应针对不同企业

建立不同的税收利益分享机制。整体搬迁企业的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可由企业原籍地政府参与

项目的税收分享，具体分配比例由转移方和承接方两地

政府按因素法协商确定，企业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文

化事业建设费，可以全部留归企业所在地。跨地区经营

企业由于总分支机构的存在，会产生税收与税源背离问

题。根据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暂

行办法、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的规定，总分机构统一计算的当期应纳税额的地方

分享部分，25％由总机构所在地分享、50％由分支机构

所在地分享、25％按一定比例在各地区间进行分配。其

中，50％由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享的分摊依据是各省

（市）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个

因素，其权重依次为 0.35、0.35、0.3。为避免“一刀切”

问题，应该调整分支机构分享税收收入的依据因素，除

经营收入、职工工资、资产总额外，增加销售额、费用

支出、利润总额等。同时，考虑到经营收入这一因素的

重要性，应赋予其更大的权重。此外，应建立区域间政

府税收协调机制，就征税对象、纳税环节、纳税地点、

税收分享比例、信息沟通等方面进行协商，达成制度上

的安排。当前，可以考虑设立针对京津冀经济圈的特别

税收政策，逐步缓解乃至消除区域间的税收与税源背离

问题，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经济一体化与资源配置行政方式的矛盾与化解

长期以来，为支援首都建设，处理京津与周边地区

环境资源分配关系的办法一直以行政命令为主，环京

津地区的资源都是优先甚至无偿供应给北京，这造成

了地区间发展机会不均等。例如，京津水源地和环境保

护对张（家口）承（德）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

限制，直接制约了其正常发展。

促进京津冀地区共同繁荣，需要打破多年来资源

配置的行政方式 , 充分调动环京津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

性。改变资源的行政调拨机制，必须由中央政府在宏观

层面上建立京津冀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目前，我国生

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是纵向转移支付占绝对主导地

位，即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主，无法针对性地解

决某一区域的生态补偿问题。而京津冀现有的一些协

调办法，如 2005 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等，也缺乏系

统性、长期性。应该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生态补偿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

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横向财政转

移支付。对于生态利益受损方和受益方明确、生态破坏

责任关系清晰的，如某些河流的污染等，应直接要求受

益者或破坏者付费补偿，通过地方政府间的水资源购

买协议和企业间的排污指标交易完成。此外，补偿者可

以采取扶持适合受补偿地区的新型产业特别是生态型、

环保型产业项目等方式，实现区际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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