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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的反应与对策
何利辉

共管的征管机制。

第二，加强对地税收入新主体税

种的管理。首先，营改增后，地税部门

确立若干个新的主体税种，并重新配置

征管资源，特别加大对耕地占用税、土

地使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重要税种的管理力

度。其次，规范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两税

管理，提高两税的网报率，两税占税收

收入总额（剔除营业税）30% 以上。再

次，提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源管理

层级，建立了税源网络分布图，强化税

源管理。

第三，管控重点税源。将抓好重点

税源管理作为组织收入工作中最重要的

环节。开展“一对一”的纳税辅导，提醒

涉税风险点，提高税法遵从度 ；坚持开

展实地巡查，对相关税源情况等进行核

实，全面掌握税源情况 ；了解企业经营

情况，获取企业未来可能存在的土地、

房产等交易信息，持续跟踪管理。

第四，深化地税部门与国税部门

的合作。首先，完善了国税地税信息共

享平台。为了尽可能全面了解纳税人信

息，市国地税部门建立信息交换和共享

机制，实现信息交换常态化，确保数据

实时更新 ；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或相

互授权，取得系统账号 ；对授权的账号，

仅开发查询权限，并指定专人使用，规

避账号使用风险。其次，建立了城建等

税费与增值税捆绑申报缴纳机制。依托

国税网报系统平台，以网报纳税人为管

理对象，充分利用增值税申报数据，由

系统自动生成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费附加申报数据并进行申报，将

城建税等附加税费的申报与增值税的申

报捆绑。再次，加强土地增值税国地税

合作共管。营改增后，房地产交易税收

由原来的地方税务局一家征管改为国地

税共同征管。地税部门不仅要严格要求

房地产企业按相关规定预缴土地增值

税，还加强了与国税部门的合作，对不

动产销售发票开具数据及土地增值税预

缴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异常涉税疑

点，联合国税部门进行检查。

营改增全面实施之后，房地产、建

筑业、生活服务业和金融业这四个行业

改由国税部门征收增值税，对地方政府

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税收征管方面

有重要影响。只有充分利用经济税收杠

杆，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

经济发展后，税收总量增加，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总之，营改增

从短期来看，是政府减税、企业减负，

会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但从长

期来看，却会刺激地方政府进行产业结

构调整，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

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促使宏观经

济步入新起点，最终拉动税收增长，进

而形成更高水平的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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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做出不

同反应，采取了不同对策。为全面了解

营改增对欠发达地区财政税收的影响，

笔者对四川省西部某市进行了调研。营

改增后，该市地税收入总量明显下降，

地税机关主体税种面临缺位。政府着手

保证地税收入“软着陆”，将地税收入减

收降到最低。

第一，强化“信息管税”。首先，为

了尽可能全面了解纳税人的基本情况，

开展数据清理，建立了大数据库，对征

管基础信息进行比对，特别是系统认

定的非正常户，安排专人逐户进行核

查 ；对虚假欠税信息相关证据进行核

实 ；对真实的欠税实施全力追缴。通

过数据清理，提高数据标准化及质量 ,

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加强数据增值

应用，提高征管效能。其次，营改增后，

地税部门从“以票控税”转向“信息管

税”，第三方信息的有效利用成为地税

部门税收征管的主要手段。建设了包

括自然人在内的收入、房产、土地、车

辆、投资等各个方面涉税信息的信息

数据库，实现对涉税信息的自动归集、

智能查询。通过合理调配征管资源，以

信 息 技 术 为 支 撑，不 断 强 化“ 信 息 管

税”，特别是加强第三方涉税信息采集

与应用，重点跟踪项目规划、投资、立

项等信息，成立信息交换工作领导小

组，根据各税种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关

措施，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形成齐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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