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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产业  强管理  谋财源

——青岛保税区多措并举强化财源建设

姜玉芳

财源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本动

力，只有拥有充裕的财源，经济建设

的步伐才能大幅度提速，近几年，青

岛保税区紧紧围绕财源抓经济，不断

开拓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突

出重点、抓好产业、强化管理等措施，

实现了财源经济的跨越发展、集约发

展。从 2001到 2006年的六年间，青

岛保税区财政收入实现了高速增长，

财政收入增长了七倍，平均每年增长

幅度高达49 % ，2006年各项税收达

18.44亿元，每平方公里产生税收7.37

亿元。从质量上看，地方财政收入同

G DP同步增长，税源结构进一步优

化，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基础得到夯

实；从趋势上看，税收收入占财政收

入的比重不断增长。不断壮大的财源

对支持青岛保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完善组织领导，强化管理措施

一是完善组织结构。2004年，青

岛保税区成立了财源经济建设领导小

组，由管委分管领导任组长，办公室、

经贸局、财政局、物流局、招商局、国

税局、地税局、工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为组成人员。财源经济建设领导

小组负责协调全区财源经济建设工作，

统一制定各项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负责对各财源经济建设责任部门开展

工作情况进行督查等。在联席会议统

一协调下
，
各部门按其工作职能，围绕

促进财源增长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工作。

二是落实部门责任。财源经济建

设领导小组按照工作职能，将行业和

重点企业税收增长目标分解到相关

部门，各部门按其工作职能对行业和

重点企业上缴税收情况进行督促、指

导、协调。年终按行业和重点企业税

收增长情况，与考核目标挂钩，奖惩

兑现。通过落实责任，各部门都自觉

围绕促进财源增长开展工作。2005

年，小组将制造业、物流业、批发零售

业三个行业的税收增长任务分别分解

到财政局、物流局和经贸局，各部门

围绕各自任务对工作进行细分，层层

落实。当年上述三行业税收较上年分

别增长了18% 、15% 和 13%。
三是强化了税收征管力度。青岛

保税区财税部门本着“加强征管，堵塞

漏洞，清缴欠税，提高质量”的指导思

想，围绕着加强征管、提高税收质量

这一中心，认真开展税源监控、税收

收入测算工作。定期对所辖区域纳税

户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重点排查，根

据税收负担指标，对相关税源企业实

施跟踪管理，建立健全了重点税源监

控体系，掌握了税收收入的主动权。

巩固现实财源，壮大骨干财源

近几年，青岛保税区财税部门将

现代物流、高新技术、港航服务等行

业作为扶持重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对重点税源企业进行重点扶

持，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一直以来，青岛保税区致力于加

强软环境建设，定期召开企业服务联

席会、不定期走访企业，及时了解企业

在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并积极

予以协调解决。通过对骨干税源企业

的支持和服务，一批管理现代化、企

业品牌化、产品科技化的企业逐步发

展壮大，并成为支撑财源经济的骨干。

以高校软控、易邦生物为代表的高科

技企业为例，2006年财政部门对其安

排包括科技转化资金和重点技改补助

等项目资金 466万元，其当年销售收

入和缴纳税金分别较上年增长30% 和

61% ，上缴税金总额达6022万元。

围绕财源经济建设，

突出重点行业

围绕财源经济建设，青岛保税区

逐步形成了以现代国际物流业为主导，

以国际贸易、加工贸易为两翼，以商品

展示和要素市场为辅助的产业结构体

系，保证了财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壮大发展现代物流为代表的

服务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物流对

地方财政收入有较高的贡献率，青岛

保税区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特殊政

策，通过拓展保税区物流园区的国际

中转、国际转口、国际采购和国际配

送等功能，共计引进大型现代物流企

业近百家，贡献各项税收近两亿元，

已发展成为青岛保税区的主导产业。

同时，经纪、鉴证、代理、协调等中介

服务业，依托保税区区位优势和区域

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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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口岸服务网络，成为促进财源增

长的新兴力量。

二是提高贸易企业的财政贡献

度。青岛保税区利用“免税、免证、保

税”的特殊政策，大力发展进口分拨

业务。对区内外资世界500强贸易企

业，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论证，积极协

调争取上级经贸和外管等业务部门支

持，解决了进口分销权和购汇问题，促

使伊藤忠、住友等外资贸易公司在保

税区建立进口分拨中心，开展进口内销

业务，改变贸易企业出口业务贡献税种

较为单一的局面。目前，青岛保税区年

进出口总额为24亿美元，其中进口额

高达 1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71%。

三是发展临港加工产业并产生集

聚效应。青岛保税区以现有的松下电

子、易邦生物、依爱电子为基础，进一

步延长产业链，逐步吸引前向和后向

关联度较大的配套企业，实现了电子

信息、机械制造等产业的集聚。同时，

青岛保税区出台了《关于加快生产企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生产加工企业

在品牌建设、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扩

大再生产等方面给予政策、土地和资

金支持，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进一步

提高产品增值率和财政贡献度。

四是促进国际交易市场体系的建

设。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以“美元挂牌、保

税交易”为交易模式的青岛橡胶国际交

易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第一

家以矿权交易和矿业资本运营的矿权

矿产交易市场和以现货展示交易为主

的棉花交易市场。通过市场体系的建设

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

共同发展。三大市场通过推行会员制、

完善市场交易规则、提升市场服务水

平，逐步增加交易量和交易金额，拉动

各项税收增加5000余万元，使市场建

设成果及时反映到财政增收上来。

（作者单位 ：青岛市保税区财政局）

责任编辑  张晓红

财改讲堂
本期主讲

刘佐 ：本刊学术顾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

并在中国多所著名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我国的税收立法、税种设置
和税收收入划分

第一讲：税收立法

知识精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和国务院制定的《 规章制定程

序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目前

中国税收立法的基本依据。

1. 法律。税收的基本制度由法律

规定。税收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定，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制定，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

2.行政法规。有关税收的行政法

规由国务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或者根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制定，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3.部门规章。有关税收的部门规

章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

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部门、

机构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

例如，财政部制定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家

税务总局制定的 《 个人所得税全员

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和海关

总署制定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有些重要

的部门规章要经过国务院批准以后发

布，如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制

定的 《 外国公 司船舶运输收入征税

办法》。

4. 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

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

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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