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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税源建设  
培育新的税源增长点
——对沈阳市主体税收及其税源结构的调查

那娜  马骁

近年来，沈阳市地方财政收入虽然

仍保持增长势头，但增速减慢，组织收入

的难度也越来越大。1995年全市完成地

方财政收入35 .5亿元 ，比上 年 增 长

19.8% ，增长速度比上年低3.6个百分

点。1996年 1—10月份地方财政收入增

幅仅为 7.1% ，低于全国地方级财政收

入增幅 20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不

仅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决

定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

此，解决沈阳市综合经济效益持续低下

的问题已迫在眉睫。那么，新的效益增

长点在哪里？税源潜力何在？针对这些

问题，我们对近年来沈阳市的地方财政

收入进行了剖析，并以主体税收及其税

源结构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力求找

到答案。

一、主体税收及其税源结构的概况

沈阳市财政收入由税、费两项组成。
构成沈阳市财政收入的税种多达十余

种，但在现阶段，只有增值税和营业税是

主体税收，支撑着地方财政收入，其他税

种难成“批量”，有的亦无培植潜力。从

份额看，增值税和营业税在地方财政收

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95 年沈阳市增

值税征收 8.5 亿元（地方 25% 分成部

分），营业税征收 11 亿元，增值税和营业

税占工商税收比重为 69% ，占财政收入

比重为 57% ，若加上城建税和教育附加

收入 3.8亿元（城建税和教育附加收入

是以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为计税依据征

收的，并随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而增

加），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 66%。从范

围看，增值税和营业税全部来自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各行各业。1995 年沈阳

市征收的增值税来自第二产业的占 2/

3，来自第三产业商业部门的占 1/3；营业

税大多来自除商业部门以外的第三产

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服务业等

行业构成了营业税的主体税源。从作用

看，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

支撑作用无可代替。增值税作为中央与

地方共享税种，其收入按 75：25 比例分

成，增值税每增长 1 % ，地方财政收入只

增长0.27% ；营业税作为地方税种，征收

额 100% 留给地方，营业税每增长 1% ，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0.36% 。
沈阳市主体税收的税源结构具有以

下特点：

1.工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是主

体税收的主要行业来源。在增值税税源

结构中，重工业税源具有绝对优势，1995

年占 54% 。在营业税税源结构中，金融

业和服务业税源各占 1/3。

2.第三产业税源低于第二产业税

源，但发展潜力巨大。1995 年第二产业

税源为 24.3亿元，超过第三产业税源 3

亿元左右。但第三产业发展潜力较大。
对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的部分行业

发展势头强劲，税源大幅度增加。零售

商业企业税源稳步增长，邮电通讯业、广

告服务业税源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
3.国有企业税源在主体税收中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1995年国有企业主体

税收为26.9亿元，占主体税收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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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主体税收为

16 亿元，占其所在行业税源比重约为

50% —70% 。

二、主体税收及其税源结构存在的

问题

目前，沈阳市主体税收及其税源结

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主体税收

增长乏力，后劲不足。1995 年增值税增

长 12.95% ，比上年增幅下降 0.23 个百

分点，增收0.3亿元；营业税增长12.2% ，

比上年增幅下降 15 .4个百分点 ，减

收 1.2亿元；而且占税源结构比重大的

行业税源增长缓慢，直接制约地方财政

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缺乏带动地方财

政收入增长的大行业、大企业、大项目。
尽管沈阳市主体税收在亿元以上的行业

有 10 个，但税源在亿元左右的行业居

多。1995年全市只有商业行业税源超过

10亿元。就企业而言，缺少税源规模较

大的企业，目前仅有 3 家企业税收超过

亿元。1995年东北输油管理局、东北电

业管理局、市工商银行三家企业分别上

缴增值税或营业税 2.2亿元、1.5 亿元、

1.5 亿元。就项目而言，虽然每年企业

技改项目较多，但基本属于填平补齐的

局部改造，缺少大规模整体改造的项目，

由于没有规模经济效益，客观上也制约

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三：一是受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制约，工业税源短

期内难有明显的增长。沈阳市是以机械

加工为主的重工业城市，绝大多数企业

始建于“一五”时期，现有机械设备陈旧，

竞争力下降，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难以适

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1995年沈阳市工

业生产、销售形势不佳，企业经济效益下

滑，税源相对减少。市属预算内机械行

业、冶金行业、化工行业的销售收入、税

源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二是因

经营方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商业

批发企业税源急剧萎缩。三是由于企业

欠交利息额上升，金融业税源增长受到

制约。

三、搞好税源建设，培育新的税源增

长点

（一）尽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从根

本上解决企业改造、改组和发展中的后

顾之忧，这是实现税源增长的前提条件

之一。沈阳市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人”的包袱沉重，这已严重阻碍企业

改造、改组的进程。因此，加快建立社会

保障制度，帮助企业卸掉包袱，分流人

员，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轻装前进，

将有助于国有企业改造、改组等改革的

深入，进而增加企业效益，最终体现为税

源的增长和综合效益的提高。
（二）依托支柱产业和重点项目建

设，重建工业税源。占税源结构比重较

大的工业税源增长对财政收入增加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沈阳市要通过“四大

支柱”产业、“六条大船”、25 个重点项目

的建设，逐步扭转工业税源增长缓慢态

势，实现工业税源随着工业结构的优化

和工业素质提高而较快增长。
1.立好“四大支柱”，使其成为工业

税源的龙头产业。机械、汽车、医药化

工、电子是沈阳市重点税源产业，这些产

业的税源发展速度快慢直接影响主体税

收的增长速度。为此，各部门要从资金、

技术、政策等方面扶持和发展四大产业，

把产业优势尽快转化为税源实力。一是

优化选择四大产业改造所适用的高新技

术，二是授予产业内或产业间资产重组

的资源配置、经营管理等权限，三是设立

产业结构调整、改造重组基金，实现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总体经济规模，

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2.抓好“龙头”大项目实施和建设，

推动和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

整。“九五”期间，沈阳市确定了 25个重

点项目，总投资额约为 180 亿元，预计产

值达到 345.3亿元，实现利税 59.2亿元，

其中税金 18.7 亿元。这些重点项目的

实施，不仅能改变企业产品结构，增强企

业发展的后劲，而且还会带来新增效益

和税源跳跃式增长。为了保证重点项目

顺利实施，各部门要制订项目建设责任

制，综合部门要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保

证项目按期竣工投产，并尽快达产达标。
3.造好“六条大船”，使其真正成为

经济海洋中的“巡洋舰”。沈阳市输变

电、金杯、东药、机床、长白、星光集团是

行业中的税源大户，“造大船”工程就是

要打破常规发展的路子，加快企业集团

改造、改组和发展的步伐，使其成为资产

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税源实力强的龙头

企业。为此，首先要强化对六大企业集

团规划的指导，不仅要突出产值速度，更

要重视利税等效益指标，在不断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实现利税增长速度

超过产值增长速度。其次，要转变六大

企业集团经营机制，充分发挥股份制企

业在证券市场灵活融资功能，拓宽企业

集团技术改造的资金渠道。再次，要科

学引导资金投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要

重点向六大企业集团倾斜。
（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和扶

持新的税源。“九五”时期沈阳市将进一

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

重。在积极转变商业批发企业经营方

式，利用中心城市辐射效应，振兴商业批

发企业税源，拓宽邮电业、广告业业务范

围，继续保持其税源高速增长的同时，重

点发展、培育和扶持占主体税源比重大

的金融业及新兴房地产业税源。
1.金融业将成为税源增长较快的行

业。“八五”期间，沈阳市金融业不仅为

各行业发展提供资金信贷等金融服务，

促进了工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而且

自身也创造出较多的税源，已显示出独

立产业的态势。1994、1995 两年金融业

上缴营业税均在 3 亿元以上，占当年全

市营业税总额的 1/3。“九五”期间，首

先要继续挖掘金融业潜力，不断提高信

贷资产质量。政府各综合部门既要协调

金融部门支持企业组织生产，搞好项目

建设，也要采取措施，制订办法，帮助金

融部门压缩不良信贷资产比重，积极清

理欠息，逐步完善金融业自身管理机制，

保证税源不流失。其次，在提高信贷资

产质量的同时，还要不断扩大金融机构

的信贷规模，增强金融业的实力。此外，

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兼并、重组等手段，加

快组建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券商、大

基金，增强证券业的实力并逐步扩大其

影响范围。

2.新兴的房地产业将逐步成为新税

源增长点。据有关专家预测，房地产商

品的销售额每增加一元钱，就可以带动

其他商品销售额相应增加1 .34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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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沈阳市房地产业处于开发初期，发展

潜力很大。启动房地产业将促进或带动

建筑业、建材行业、冶金行业以及相关行

业的发展，无疑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一

定税源。因此，要尽快提出加速房地产

业建设的具体实施意见，促其稳步发展，

逐步成为新税源增长点。

（四）挖掘合资企业的潜力，保持合

资企业税源增长势头。近几年，沈阳市

企业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与外资搞“嫁

接改造”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合资企业的

税源呈稳步增长趋势。一批合资企业如

华润压缩机公司、沈阳永新化工厂、金杯

客车等企业的生产和效益均有不同幅度

增加。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九五”期

间全市合资企业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
为此，全市各有关部门在重视资金技术

引进的同时，更要重视合资企业的效益，

使合资企业的税源保持稳步增长的势

头。
（责任编辑  何杰平）

财源建设

开发资源增财源  
多业并举兴财政

——黑龙江省东宁县财源建设调查

陈佩钢  刘德权  

张佐民  黄玉凡  郑 杰

富有资源而没有转化为充裕的财

源，经济总量可观而结构失调，是不少边

远县财政经济相对滞后的两大制约因

素。如何突破这两个方面的难点问题，

是各级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门着力研究的

紧迫课题。东宁县委、县政府确立了“活

贸、兴工、稳农、强县、富民、争先”的县域

经济发展思路，通过兴农稳财、兴工富

财、兴商活财，使财政经济出现了农工贸

“三足鼎立”的稳定发展局面。1995 年，

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7 113 万元，比 1990

年增长 133.3% ，年均递增 18.5% ；人均

财政收入为 323 元，比全省县级人均财

政收入高 1.4 倍；来自农业、工业、第三

产业的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为 32% 、

32.4% 、35.6%。

立足本地矿产资源和交通条件，集

中发展五大龙头行业，构建特色工业体

系，壮大工业主体财源，走兴工富财的路

子

多年来，东宁县根据本地区矿藏资

源丰富而交通运输困难的实际，坚持按

照依靠资源优势发展地方特色经济的思

路，充分利用境内富集煤炭、陶土资源开

采成本低的条件，努力发展煤炭、电力、

轻工、建材和冶金五大行业。他们切实

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通过改制、改

组、改造，重点支持发展龙头企业，带动

五大行业快速发展，使五大行业上缴税

利占全县工业上缴税利总额的 76% 。
1995年，这五个行业总产值达 9 000 万

元，上缴税利总额 2 301 万元。
东宁县在建设工业主体财源方面有

四个特点：一是充分发挥本地的资源优

势。利用丰富的煤炭、石灰石、陶土、烟

叶、粮食等资源，逐步发展起了煤炭、电

力、建材、冶金、轻工等五大行业，形成了

具有区域特色的工业主体财源。二是注

重实现资源的转换延伸加工增值。东宁

县五大行业的主导产品，如电力、陶瓷、

铁合金、卷烟以及啤酒、白酒等，绝大多

数为资源延伸加工的最终产品。这些产

品累计上缴利税额占工业上缴利税总额

的 83.9%。全县原煤产量 26.5万吨，没

有铁路运输外销十分困难，针对这种情

况，县里建起电厂，确保煤炭资源转换为

电能，实现资源增值。三是通过改革求

得生存和发展。一方面，抓住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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