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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政策建议
张轶慧｜赵志伟｜陈明

2011—2015年，民营企业创造的外汇收

入由238.3亿美元提高到278.7亿美元，

年均增长3.99%，占全省外汇收入的比

重由83.4%上升到84.6%。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河北省民

营经济一直以第二产业为主，但第三产

业对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高，在

拉动民营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产业占比看，第二产业占比近六成，

处于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2011—2015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16%，

低于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2.06个百

分点，占民营经济比重由63.27%下滑

到58.56%，但仍是民营企业的主体。第

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86%，高于民

营经济年均增速3.64个百分点，占民营

经济比重由34.75%上升到39.72%。从

产业增长看，第三产业贡献了一半以

上，成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导力

量。2011—2015年，在民营经济产值增

量中，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55%，远高

于一、二产业1%、44%的贡献率；拉动

民营经济增速3.98个百分点，分别高出

一、二产业3.91和0.81个百分点。

（三）经济效益下滑明显。2011—

2015年，河北民营经济销售利润率、人

均利润、人均工资呈现“两降一升”，销

售利润率由9.37%降至7.36%，人均利

润总额下降了9.5%，人均工资总额上升

了14.8%，表明河北民营企业随着经济

增长和产业优化，其经济效益并未同步

提升，反而由于用工成本的快速上升进

一步加剧了企业经营困难。

河北省民营经济对税收收入贡献情况

（一）民营经济提供了七成以上的

税收收入，对地方税收收入的贡献更

高。“十二五”时期，民营经济缴纳的

税收收入总规模由1978.3亿元增长到

2409.4亿元，年均增长5.05%，占全部税

收收入比重由75.4%下降到72.4%，其

中2014年占比最高，达到85.5%。2015

年民营税收收入减少、贡献下降，与全

省经济疲软及国家减免小微企业增值税

营业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营改增

推进等政策性因素密切相关。

与各省相比较，对剔除混合经济后

的民营企业税收收入进行分析。2011—

2014年，这种小口径的民营企业税收收

入占河北全部税收比重由30.94%降至

29.37%，2014年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35.45%）6.08个百分点，排全国第

14位，分别低于民营税收贡献较高的上

海、江苏22.15、21.34个百分点。

相对于全部税收收入贡献，民营经

济对地方税收收入贡献更大。2014年，

河北小口径的民营企业缴纳税收占地方

税收收入的45.89%，但依然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51.89%）6个百分点。

（二）混合经济贡献了民营经济近

河北省民营企业小而散且偏重于以

资源为主导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方式未得

到根本扭转，产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如何进一步发挥好财税等政策效应，激

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在化解过剩产能、实

现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中发挥更

大作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新的跨

越，需要深入研究。

“十二五”时期河北省民营经济

发展情况

“十二五”时期，河北省民营经济以

其特有的活力，成为引领全省经济快速

增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对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撑作

用进一步增强。一是民营经济贡献了

全省经济产值的2/3以上。2011—2015

年，民营经济增加值由15469.4亿元增

长到20186.4亿元，年均增长7.22%（现

价），快于全省生产总值增速（现价增

长5.01%）2.21个百分点，占全省经济份

额由63.1%上升到67.7%。二是民营经

济吸纳了全社会就业人员的3/4以上。

2011—2015年，民营经济吸纳就业人员

由1879.9万人增长到2159万人，年均增

长3.52%，占全省就业人员（二三产业）

的比重由74.5%上升到76.0%。三是民

营经济创造了全省外汇收入的4/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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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的税收收入，但外资企业税收贡献

相对较低。“十二五”时期，个体私营、

集体经济、外资、混合经济四大民营企

业类型的税收收入贡献差距较大。混合

经济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近六成，

年均增长6.73%，成为民营企业税收收

入的最主要来源；个体私营企业缴纳的

税收收入占比近三成，年均增长4.01% ；

外资企业缴纳税收收入占比在一成左

右，且呈负增长态势（-0.33%）；集体经

济缴纳税收收入占比最小，不到3%，年

均增长5.14%。

与各省相比较，计算剔除混合经济

后的民营企业税收收入，2014年，河北

个体私营企业占小口径的民营企业缴纳

税收收入的66.3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42.21%）24.13个百分点，排全国第9

位；但外资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民营

企业税收收入的27.85%，仅为各省平均

水平的1/2，排全国第21位，表明河北

民营经济税收相对更依赖个体私营等中

小企业，外资企业税收贡献较小，经济

开放性和发展活力都有待提升。

（三）流转税贡献了民营经济税收

的“半壁江山”，但企业所得税贡献相对

较低。民营企业主要缴纳增值税、消费

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源税六个

税种。从理论上讲，企业所得税应成为

企业缴纳的主体税种，因为这不会影响

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不会触及营业成本

和侵蚀企业的财产，而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作为流转税，其占比越高，将会

直接影响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2011—2014年，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

源税六大税种占河北省民营经济税收

收入（不含混合经济企业）的70%以

上，但这些税种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趋

势。流转税占民营企业纳税总额比重由

59.47%降至50.48%， 2014年河北占比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80%）3.32个百

分点，排在全国中游。企业缴纳税收的

一半以上都属于流转税，将直接影响纳

税人的生产经营，不利于促进民营企业

转型升级。所得税占民营企业纳税总额

比重由22.84%降至20.09%，2014年河

北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0个百分

点，排全国倒数第5位，表明河北民营

企业经营效益较差，对税收收入贡献较

低。资源税占比由1.09%降至1.01%，一

直排全国第9位。作为资源大省，河北

民营企业对资源依赖性较大，贡献的税

收收入也相对较多。

影响河北民营经济税收贡献度提高

的主要因素

（一）民营企业小而散、集聚度较

低，直接造成税收收入难以做大。长期

以来，河北民营企业存在“行业全、规

模小、层次低、分布散”的局面，导致综

合竞争力较弱、税收贡献度较低。2015

年，全省市场主体数量达到327.7万个，

总量位居全国第8位，增速居全国之首，

但90%以上企业为个体经济，60%以上

的企业从事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

与外省相比，河北龙头民营企业的数量

不多、规模不大，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知名品牌和产品，也影响了对中小企

业的带动能力。从2014年全国民营企业

上市情况看，河北民营企业仅有26家，

不仅远低于广东（272）、浙江（238）、江

苏（189）、山东（96）等发达省份，也低

于四川（58）、安徽（43）、湖北（39）、河

南（37）等中西部省份。从2015年全国

民营经济100强情况看，河北仅有4家

企业入围，且没有一家进入前30位，而

江苏、广东、浙江入围30强企业分别达

到8、6、5家。

（二）民营企业偏重于以资源为主

导的第二产业，导致税收收入增长缺

乏稳定性。河北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偏

低，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比

大，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型产

业占比低。2015年，河北民营经济第二

产业占比近六成，高出全省国民经济第

二产业比重10.3个百分点，并且多以高

耗能、高耗水、高污染企业为主。据统

计，河北营业收入超10亿元的民营企

业中近一半是钢铁、石化、建材和煤炭

企业。在河北入围2015年全国民营企业

500强的15家企业中，有11家企业都属

于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在煤炭、铁矿

石市场价格低迷以及“化产能、治污染”

的大环境下，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由此

影响了企业缴纳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2015年实现税收收入比2014年下降了

11.20%。

（三）民营企业成本上涨快稀释了

企业盈利空间，影响了企业纳税贡献

能力。河北民营企业长期存在贷款难、

用地难、创新难等问题，近年来，随着

全省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资金、劳

动力、原材料、运输管理、环境保护等

各项成本不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企

业盈利空间，影响了其税收贡献能力。

2011—2015年，河北民营企业工资总额

年均增长7.15%，快于从业人员数量增

速3.63个百分点；全省民营企业营业

收入年均增长7.23%，但创造的利润总

额仅增长0.98%。特别是以资源型产业

为主体的工业企业，2015年工业营业收

入增长了2.32%，但企业利润总额却下

降了4.47%，比利润最高的2013年下降

了8.19%。据调研，石家庄、保定等地的

民营纺织企业多数无利或微利运营，唐

山、邯郸等地的民营钢铁企业几乎全部

亏损，上缴税收收入远不如前。

（四）民营企业分布散、税源多，进

一步加大了税收征管难度。河北民营企

业90%以上为中小企业，税源点多、面

广，隐蔽分散，征管难度大，造成部分

纳税人长期游离于税收监管之外，税收

增长慢于税源增量。特别是2012年营改

增推行后，地税部门对原征收营业税的

民营企业失去了发票控管手段，影响到

城建税等地方小税种收入的及时、足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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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如对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由于地税与国税部门信息无法实时交

换，只能依靠后期信息比对进行补征，

影响税收收入入库时间；对未办理税务

登记代开发票的纳税人（主要是个体零

散户），国税部门对征管范围内的增值

税高度重视，而对附属的地方税种收入

关注度相对较小，部分代征税收收入有

可能流失。

促进河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减少对民

营企业的“抽血”行为。一是全面落实营

改增等减税政策，进一步从制度上减轻

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和

创新能力。二是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

实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建立常态

化公示机制和政策跟踪监督机制。三是

在国家统一框架下，阶段性降低“五险

一金”，适度降低失业、生育、工伤保险

缴费费率。

（二）用好用活财政资金，加大对民

营企业的“输血”力度。一是利用好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打造一批资源共

享、具有特色服务功能的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二是建立“做强省级、做

大市级、做实县级”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政府设立的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三是探索推进“政府+保险+

银行”风险共担模式，设立小额贷款风

险补偿资金，搭建“银企保”合作平台。

（三）统筹发挥各项政策效应，增强

民营企业的“造血”能力。一是积极探索

推进电力、电信、交通、市政公用等领

域市场准入，支持民营资本全方位参与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资本投资的混

合所有制企业。二是发挥产业、财政等

政策引领作用，积极推动民营企业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三是抓好“个转企、小升

规、规改股、股上市”，培育一批市场占

有率高、自主研发能力强的重点民营企

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以“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支撑的集群化发展

格局。四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支持民营企业建立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

（四）规范税收征管，确保民营企

业税收应收尽收。一是建立税源监控体

系，对民营企业纳税人按规模和行业实

施分类分级管理，开展重点行业和大企

业纳税人风险分析，有效防范和查处逃

税行为。二是完善综合治税机制，建立

统一规范的信息交换平台和共享机制。

当前应结合当地税源、征管资源配置及

信息化建设情况，由国地税双方合作确

定代征税费的种类和管理范围，解决部

分税费收入流失问题。三是创新纳税服

务机制，推行税收规范化建设，逐步提

高民营企业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作者单位：河北省委党校

河北省财政科学与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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