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沿海地区
“三来一补”企业中的
税收流失现状及对策

胡定荣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

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如深圳市现有“三资”企业 1.2 万

多家，“三来一补”企业 1 万多家，从业人员已达 300 万

人。今年 1 季度，全市出口总额为 21.1 亿美元，其中

“三来一补”约占 80% 。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三来一

补”企业给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提供的收入极其

有限。事实上，地方政府已采取了一些旨在壮大地方

财力的措施，将蕴藏在“三来一补”企业中的本应由国

家统一征收的部分税源，通过非规范的办法，收取和聚

集了一大笔收入。这笔收入有的直接由乡镇政府掌握

使用，脱离人大和财政的监督，形成一种畸型分配格

局。在沿海一些地方，“三来一补”企业中的税收流失

严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所得税流失。我们调查过几家港商在深圳

兴办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些企业一般由外商提供原

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当地提供厂房、劳务，原则上按

协议收取租金和报酬。这些港商在内地办厂，除了向

当地政府上交一 笔“工缴费”外，经营收益比在港澳要

高出数倍，但通过编造假帐等手段转移利润，使企业逃

避了大量所得税。
2、工缴费收入中的税收流失。工缴费是当地政府

向“三来一补”企业收取管理费、场地费、水电费及工资

等费用的统称（有的地方水、电、煤、气费另交）。收费

标准一般由当地乡（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与外商商定。
据某地介绍，1995 年该区财政收入占当年 GDP 的 7.

1% ，工缴费收入占当年 GDP 的 25% ，工缴费收入为财

政收入的 3 倍多。这笔收入扣除部分成本和上缴 6%

的增值税外，大部分放到财政预算外，由当地政府自收

自支。
3、进口加工设备税收流失。国家原政策规定，外

商在沿海经济特区投资兴办企业，其加工贸易 、补偿贸

易进口加工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三 来 一

补”企业中，不作价设备一般占总投资的 70 % 以 上，如

果对其实行征税，也是一笔可观的税源。按有关规定

测算，深圳市每年约可征收 3—4 亿元。

4、进、出口贸易税收流失。前一 个时期，一些地方

为了强化自身利益，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利用加工贸易

名义进行走私违法活动，导致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据我们调查，目前仍有一些企业在出口退税率 下调后，

为完成创汇计划，与供货企业联手逃避税收监管，以较

低价格出口产品，不向供货企业索取增值税发票，也不

退税。这种联手逃税行为，常常受到地方的保护。仅

广东海关今年 1 季度追交税款就达 5 .3亿元。

沿海地区“三来一补”企业中的税收 流失现象的存

在，既有地方利益驱动的影响，也有政策本身不够完备

的原因。这也表明，继续改革和完善税制，充分调动中

央、地方共同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已经 十分紧迫和必

要。广东省未来 15 年的目标 是，出口 规模将达到

2 400亿元，外贸出口年平均增长 14 .6% 。从这个要求

看，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继续发展“ 三 来一补”，提高出

口产品的规模和档次，发展技术含 量高的加工制成品

出口，是沿海地区的必然选择。由此可以预测，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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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税收规模，将随外贸经济的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

水平。但是应当看到，要实现两者同步增长，必须有针

对性地治理和解决税收流失问题。

第一，治理所得税流失。一要摸清现有底子。应

组织力量开展专题调研，对现有“三来一补”企业的投

资规模、生产能力、经营状况、创利水平等指标逐户、逐

项重新测算，从源头上摸清企业的税收潜力。二要按

照企业法的要求，严格会计核算制度，纠正一些外商企

业不做帐、做假帐或做多套帐（管理帐对内部、公司帐

对股东、财务帐对政府）的作法，加强财务审计，促进企

业正确反映经营成果，如实体现企业利润，遵纪守法，

照章纳税。三要严肃税法，对于有意作弊、隐瞒或转移

企业利润的，除按估评利润纳税外，还应按偷税逃税的

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治理工缴费收入中的税收流失。解决这类

问题，靠市场机制本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强化中央

权威，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根据目前一些地方以收取

工缴费的形式代行财政职能的现实，与其绕开财政体

外循环，不如因势利导，把它作为中央地方共享收入。
我们建议，以收取工缴费的单位或组织为缴款人，以工

缴费实收额为基数，扣除一定的成本，其余部分由中

央、地方合理分成，同时取消原来按小规模纳税人征收

增值税的作法。为了确保地方既得财力，可考虑让地

方得大头，中央得小头。实行这种办法等于建立了一

种机制，使工缴费进了财政笼子，从长远看，对中央地

方都是有利的。

第三、治理进口加工设备税收流失。国务院有关

文件规定，从 1996 年 4 月 1 日起，取消对外加工贸易、

补偿贸易进口加工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调节税的

优惠政策。对这项政策，沿海地区反响很大，要求对

“三来一补”设备征税给予政策照顾。我们认为，处理

这类问题要持慎重态度，既要看到沿海实际，又要顾及

全局利益，更要考虑国家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据

调查，如果参照国内同样设备的使用年限，对“三来一

补”不作价设备按“年度折旧纳税法”征税，各方面都能

够接受，对内对外影响都不会太大，执行的结果将大大

有助于挖掘这项税收潜力。
第四、治理进口走私、出口骗税税收流失。解决这

一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的管理，严

厉打击联手逃税。要强 化台帐保证金管理制度，及时

建帐，及时核销。凡是料件进口后，不按合同规定出口

的，要坚决追缴税款，从企业开户银行直接划转国家金

库，并按延误时间加罚滞纳金，情节严重的诉诸法律。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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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社会保 障
支出情况

分析与建议

何锦国

1995年是“八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各级财政部门

本着适度从紧、有保有压的精神，坚持保工资、保正常

运转、保社会稳定的原则，合理安排各项社会保障支

出，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基本满足了各方面的正常需

要，促进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事业继续

发展

1995年全国社会保障经费（含卫生、中医事业费、

公费医疗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劳动事业费、

归口管理的行政事业离退休人员待遇经费，下同）银行

支出数 423.08亿元，扣除劳动事业费和离退休人员待

遇经费为 415.40 亿元，比 1994 年增长 17.01 % ，比

1995 年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高 6 个百分点。各项重点支

出基本得到了保证。

随着国家财政投入的增加以及财税优惠政策的有

力支持，各项社会保障事业得到较快发展。1995 年全

国社会保障事业机构达 94 101 个，比上年增加 2 444

个。年末固定资产 905.17亿元，比上年增加 161.87 亿

元，增 长 21 .78% ，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1995 年卫生医疗机构病床数 212.98 万张，比上年增加

9.23 万张；全年门诊 20.64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44
亿人次。通过实施农村卫生“三项建设”计划，农村卫

生和预防保健事业显著加强。1995 年国办福利院床位

数 13.92 万张，比上年增加 2.02 万张。优抚救济面有

所扩大，定期抚恤人数达 453.09 万人，定期救济人数

135.04 万人。由于优抚救济标准的提高，优抚救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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