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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CHINA STATE FINANCE

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
与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研究

增长缺乏弹性，税收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不足。第二产业税收增长弹性增强，但

易受经济周期影响，税收增长稳定性不

足。第三产业以提供知识、技能、服务

为主，税基广泛，税源充沛，税收增长

弹性充足，对税收的贡献较大。因此，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使税源结构得

以优化，从而促进收入的增长。但与此

同时，税收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

要政策手段，对产业结构调整也具有重

要作用。不同的税收政策和税负差异对

产业和行业产生影响，加速行业及产业

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变

动。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与税收增长是

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二、北京市产业结构与地方

税收收入增长分析

（一）地方税收收入总体增长稳定。

在税收制度和征管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

下，经济的总量和经济结构变动是影响

税收收入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北京

市经济稳中求进，经济总量稳步增长，

带动地方税收收入持续增长，呈现出了

强劲的增长态势。并且，地方税收收入

弹性系数大于 1，地方税收增长速度快

于 GDP 增速，税收参与新增经济变量分

配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二）第三产业比重和税收贡献均

持续上升。北京市第一、二产业比重不

断下降、第三产业快速上升已经占主导

地位的态势 ；与此同时，第一和第二产

业的税收贡献逐年下降，第三产业的税

收贡献率远远超过第一、二产业，已经

成为北京市地方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见表 1）。并且由于第三产业主要征

收营业税，而营业税的收入基本归属地

方政府，营业税已经成为北京市地税收

□包健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得要素从低效

部门向高效部门流动，从而推动经济增

长，经济增长同时带来税收的持续同步增

长，产业结构优化与税收具有很强的正相

关关系，研究、把握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与

速度，有助于进一步做好财政税收工作。

一、产业结构变化与税收收入

增长的关系

产业结构是税源结构的基础，产业

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 GDP 的变化，进

而影响税收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变化。产

业结构的演进通常是沿着第一产业主

导向第二产业主导，再到服务业、信息

产业等第三产业主导的方向发展。第一

产业由于易受自然条件约束，对经济增

长和宏观税源增长缓慢且不稳定，税收

                                                               
年份

北京市分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北京市分产业地税收入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GDP 比重 GDP 比重 GDP 比重 税收 比重 税收 比重 税收 比重

2001 93.08 3.3 1030.60 36.2 1721.97 60.5 0.4183 0.12 69.5578 19.25 291.3200 80.63
2002 98.05 3.0 1116.53 34.8 1998.13 62.2 0.5847 0.13 78.5193 17.78 362.6223 82.09
2003 95.64 2.6 1311.86 35.8 2255.60 61.6 0.6118 0.12 90.9754 17.43 430.2478 82.45
2004 102.90 2.4 1610.37 37.6 2570.04 60.0 0.5811 0.09 109.4973 16.93 536.5955 82.98
2005 97.99 1.4 2026.51 29.5 4761.81 69.1 0.8022 0.10 131.7210 15.71 705.8825 84.19
2006 98.04 1.3 2191.43 27.8 5580.81 70.9 0.9021 0.09 152.5418 15.20 850.1408 84.71
2007 101.26 1.1 2509.40 26.8 6742.66 72.1 1.4227 0.12 185.7801 15.06 1046.3525 84.82
2008 112.81 1.1 2693.15 25.7 7682.07 73.2 1.8077 0.13 202.0607 14.08 1230.8748 85.79
2009 118.29 1.0 2855.55 23.5 9179.19 75.5 2.1668 0.14 193.6799 12.17 1395.8984 87.70

                                             表1：北京市产业结构与地方税收收入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市财政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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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第一大税种，也成为北京市税收收

入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第三产业内部行业结构有待

调整。一是房地产业的税收贡献率较

大，占到第三产业税收收入的近一半。

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增长，一方面是因

为与房地产业相关的税种较多（包括营

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等税种），这些收入又都与

地方税收收入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是因

为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市场过热，北京是

房地产价格涨幅最大和调控政策最严厉

的城市之一，政府为调控房价多次增加

转让环节的税收。可以说，北京市房地

产业的税收增加部分源于房地产市场价

格暴涨。在宏观经济政策及房地产需求

关系变化的情况下，房价容易产生剧烈

的波动，房价上涨带来的地方税收收入

增长也就具有不稳定性，因此，虚高的

或增速过快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是地方

税收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的不利因素。除

此以外，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土地供给

量的有限性，也会限制房地产业的快速

发展，来自于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增长

会逐步放缓，这是未来调整产业结构时

亟需关注的问题。二是金融保险业发展

缓慢，税收贡献率低。金融保险业是现

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也是北京市规

划的重点发展行业。但其发展程度及税

收贡献都不高，2012 年金融业占第三产

业税收收入的 20.74%，北京市的金融保

险业还有待继续发展。但同时也应注意

到，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存在极大的

关联性，房地产业出现波动将影响金融

业，使金融业营业税出现大幅波动，给

地方税收带来不稳定影响，因此，政府

必须关注房地产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配套

和协调。三是其他行业增长乏力。交通

运输、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产业发展缓

慢，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高附加值

的服务业创新能力不够，整体发展水平

有待提升，税收贡献率均不高（见表 2）。

三、促进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

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降低产业税收负担，激发经

济增长的潜力。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

经济也具有反作用，在一定的资源条

件下，税收的增加必然减少其他要素

资源的收入，最终会制约经济发展。因

此，促进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必

须培植税源，降低税负水平，提高投资

者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和

税收增长步入良性循环。从当前实际情

况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税负较重，

特别是第三产业。由于第三产业主要征

收营业税，而营业税对经营收入全额征

税，存在重复征税的弊端。应利用“营

改增”改革的时机，并通过对第三产业

采取差异灵活的优惠政策等手段，降低

产业总体税负水平，激发地方经济增长

潜力。

（二）统筹协调多种税收职能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制度的设计和调整

一直以收入职能为主要目标，忽视了资

源配置和稳定经济的职能，这就使得税

制设计更关注税源丰厚的产业，忽视对

潜力产业的激励，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此外，由于实行计划管理，税务

机关需要根据每年确定的收入任务来进

行征管，不可避免地出现追求当期税收

收入高增长而忽视税源极限的现象。税

务机关的短期行为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

负担，不利于涵养和保护税源，也制约

了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最终会限制

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

长。因此，必须改变当前只重视收入职

能的理念，发挥税收多种职能，特别是

发挥税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导向功

能，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三）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是优

化第二产业的结构。近年来，得益于高

新技术对农业、纺织业、钢铁、汽车、化

工等传统产业的改造，发达国家出现第

一、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总产出不断

上升的趋势。北京具有众多高等学府和

高科技园区，科技总体水平处于全国领

先地位，具有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先天优

势。因此，北京必须坚决淘汰虽能提供

充裕税源但却是高污染、高消耗等的产

业，立足科技产业基础，加强高新技术

与传统产业的对接，大幅度提高传统产

业的产出效益。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电

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

医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

企业自主创新，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技术，增加高附加值产业份额，优化

                     表 2：北京市第三产业地方税收收入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37.78 45.90 46.43 51.41 63.95 60.58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64.63 82.03 85.87 98.02 125.48 132.76

批发和零售业 66.80 85.20 89.24 111.40 159.35 169.30

金融业 142.17 211.13 228.57 276.40 366.35 446.67

房地产业 317.19 282.32 371.28 437.40 520.36 5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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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
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龙花兰  夏雯

近年来，湖南省财政围绕建设文化强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

标，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 ,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努力推动文化创意

产业又好又快发展。2012 年全省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出约 2730 亿元，增加

值约 1175 亿元，占全省 GDP 的 5.2%，已成为湖南重要的支柱产业，财政

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功不可没。

一、湖南财政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一）积极落实国家财政政策。一是制定湖南省文化强省战略实施

纲要等相关文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2012 年全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4 亿元，增长 20.3%。二是积极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如湖南文化旅

游产业投资基金争取财政部注资 5000 万元，湖南大学出版社申报的数

字出版项目《中国工程教育在线》获财政部 2012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助资金 200 万元。三是落实和执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如支持公益性文

化事业发展的营业税、鼓励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造传统文化产业的企业

所得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增值税与营业税、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

等优惠政策。

（二）大力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一是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经费

投入，引导其进行改革。为支持党报党刊发行体制改革，省财政每年固

定安排湖南日报社 1000 多万元的设备更新改造经费、500 万元的自办发

行补贴，并投入 5000 万元用于报业文化城的建设。各级财政加大对公益

性文化场馆的经费保障力度，落实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免费

开放政策 , 并实施农村电影放映、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

工程。二是大力支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支持湖南出版集

团的发展，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返还、提留净资产等方式安排资金

近 10 亿元用于该集团人员分流安置，并对清理出来的近 2 亿元不良资产

进行核销。

（三）设立文化专项资金。一是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通过贷

款贴息、项目补贴、股权投资等方式，重点支持一批能引导和带动社会资

本进入，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项目。二是设立文化旅

游产业投资基金，采取股权投资形式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参股，

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对地方税收收入增

长的贡献率，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北京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服

务业是社会经济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而

且是税收增长最具潜力的贡献者。为

此，北京市应在加快餐饮、住宿等传统

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支持文

化创意产业、软件外包业、信息技术服

务业、现代物流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

大，培植多元化的税收收入增长点。另

外，充分认识金融保险业的重要地位，

以“营改增”改革为契机，消除重复征

税，加快推进金融保险业的发展，使北

京税源结构更趋合理，地方税源的质量

进一步提升。

（四）强化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导

向。目前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多以区域

优惠为主，产业优惠较少。并且，产业

税收优惠主要以减免税为主，手段和措

施单一，且散落于各税种间，缺少统一

协调，对产业激励和引导作用不足。为

此，应强化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

以产业优惠代替区域性优惠，引导资金

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北京市三

大产业的整体协调与结构优化。同时，

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手段，逐渐将直接

优惠转变为间接优惠，根据产业特点灵

活采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

跨期结转、延长减免税期限等方式。

（五）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当前地

方税收主要来源于营业税，随着“营改

增”改革的深化，地方将陷入主体税种

缺失的状态。因此，必须完善地方税体

系，加快房地产税改革和资源税费改

革，使它们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保证

地方有稳定的税源，以减少税收体制对

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同时，赋予地方

必要的税收立法权，适当扩大地方税收

管理权限。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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