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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黑龙江地方财源建设建议
黑龙江省财政科学研究所｜黑龙江省财政科学研究所｜王瑛珲  陈姝  外交学院｜外交学院｜陶致岳

近年来，地方财政收支呈现“紧

平衡”状态，加快培育地方财源任务

迫切、意义重大。本文立足于黑龙

江省财源建设现状，分析财源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为有效挖掘地方财

政增收潜力、降低财政运行风险提

供对策建议。 

黑龙江省财源建设特点

一是富集的农业资源优势没有

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10 年来，黑

龙江省一产财政支出增速高于三次

产业财政总支出增速，占比由 62.5%

增加到 78.8%，但全省规上农产品加

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例仅为 0.57：

1，低于全国 2.52 ：1，因而对税收贡

献小，黑龙江省一产用其增加值占

GDP23% 的份额，仅创造了 0.2% 的

税收份额，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还

有待提升。

二是三产产出质量较全国有一

定差距。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冰雪

经济、创意设计等能够拉动税源的

新兴产业业态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三产地方级税收占全省比重仅为

47.2%，每百元 GDP 对三产的地方

级税收贡献仅为 8.8 元。

三是二产经济贡献高的优势未

得到充分发挥。二产税收是黑龙江

省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为支

持二产发展，黑龙江省在财力有限

的情况下，采取对企业补贴等方式，

实施各项产业扶持政策，二产财政

支出年均增幅 11.9%，但受多重因素

影响，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年均降幅

0.3%。同时，黑龙江省纳税前 20 名

大户长期固化在石油、煤炭、烟草

等传统行业，驱动发展的汽车、乳

品等行业纳税额占比仅为 2.4%。此

外，黑龙江省是国家军工产品生产

基地、全国重点国有林区，由于政

策原因，军工产业和林产加工业对

地方税收贡献较小。

财源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投入能力不足，可支配财

力腾挪空间有限。一是用于刚性支

出多，投入经济发展少。省财政基

层“三保”以及偿还政府性债务利息

等刚性支出占可用财力比重保持在

八成以上，客观上导致对于二三产

投入有限。二是资金使用“框框”多，

可自由支配少。省财政自有收入规

模小、增量少，全省近八成的财政

投入来自于中央支持，而中央转移

支付须按规定使用，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不能直接支持产业项目，由此

形成了“死面”多、“活面”少、回旋

余地小的局面，腾挪用于二三产空

间有限。

（二）参与全国产业发展竞争劣

势明显。一是处于全国市场体系末

端，铁路公路等级低、不联网，加之

没有出海口，物流成本高。二是地

处最北最东，高寒地区取暖成本高。

三是区域面积大，边境线长，电网

等级低、线损大，总体电价高。四是

黑龙江省“高价电”（大工业和一般

工商业电量）与“低价电”（居民生

活和农业生产电量）背负比为 2.1 ：

1，而全国平均为 4 ：1，工商业电价

高。同时，目前在全国 7 个纯陆地边

境省份中，唯有黑龙江省未享受到

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 征收企业

所得税政策，实际形成了税负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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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因素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

本，企业不愿落地，转方式调结构

难度大。

（三）县域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比

高，税收贡献率低。黑龙江省承担

着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大责

任，全省 67 个县（市）中，有 60 个

县（市）属于产粮大县，农业在县域

产业结构中占比高，大部分县都存

在二产占比偏低、规模偏小的问题。

涉农产业基本上都是无税或低税产

业，产粮大县财政自给率低。

对策建议

（一）以财生财，破除“框框”适

度松绑。一是持续培育财源，增强

内生动力。立足本地资源，发挥比

较优势，紧盯招商成效 ；优化涉企

服务，落实好减税降费、新一轮“双

稳基金”担保贷款、政府采购等财税

政策，大力优化各类惠企政策兑现

流程，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

里”，让企业真正享受到真金白银的

政策红利 ；规范收入组织，进一步

优化财政扶持政策和管理服务，与

有关部门共同培育“会下蛋的鸡”，

为企业成长壮大提供优良环境，不

断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提升财政自

给率。二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

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

理权限。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

方税重要专享税种，为地方政府提

供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推进消费

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给地

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

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

（二）以财聚财，培养“会下蛋

的鸡”。牢记振兴的根基在实体经

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

升级，建立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稳定

增长机制，保持科技研发投入强度，

集中资金保障“创新发展 60 条”政

策兑现落实，健全财政支持省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加快环大学大

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等政策

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培

育更多的“鸡雏落地”；建立稳定的

产业扶持资金增长机制，健全产业

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对相关领域内

小、散政策清理整合，集中支持数

字经济中电子信息制造、生物经济

中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航

空工业整机制造、传统优势产业中

“油头化尾”、农业领域中“农头工

尾”和“粮头食尾”等产业。加强绩

效评价和结果运用，优化支出结构

和支持重点 ；引导更多资金资本资

源投入到产业发展当中，加速构建

以数字智能、生物技术、航空航天、

高端装备等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培育更多“会下蛋的鸡”。

（三）以财用财，“多当味精少

当盐”。有限财力更需发挥杠杆作

用，撬动资本要素聚集。财力越有

限，越要“多当味精少当盐”，综合

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撬动金融

和社会资本。一是以政府投资基金

放大产业投入。借鉴“无偿变有偿、

资金变基金”的“合肥模式”，设立

用好龙江现代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引进国内外知名基金管理团队，采

取股权投资等方式，以子基金直投

吸引社会资金、以子基金吸引大基

金 放 大 投 资，集 中 投 向“4567”现

代化产业体系中牵动力强的产业项

目，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乘数效应。

二是以政策性担保工具放大信贷投

入。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

考核机制，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风险代偿机制，动态补充再担保

风险补偿资金，加强与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合作，增强信用能力，促进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愿担敢担。延

长新一轮“双稳基金”担保贷款政策

期限，对存量“双稳基金”担保贷款

继续实施延期还本政策，调动金融

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缓解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以专项债券

放大项目建设投入。在交通基础设

施、农林水利、生态环保、文化旅游、

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市政和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国家重点战略

项目等领域，如果项目净收益覆盖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倍数大于 1.2，

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的剩余收入可

用于偿还市场化融资本息，就可以

采取“专项债券 + 市场化融资”模式。

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坚持“政府

搭台、企业唱戏”，选择具备资质的

企业法人单位作为项目建设运营主

体，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和后期运营。

要充分借助金融“外脑”，发挥金融

机构专业优势，在项目谋划期由金

融机构提前介入，协助编制“专项债

券 + 市场化融资”项目方案，确定合

理信贷比例，使债券资金和市场融

资得到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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