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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产业结构与税收状况分析

◎文／课题组

摘要：税收是社会总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来源于经济，经济决定税收．即经济总量决定税收总

量，经济结构决定税收结构，税收收入的增长必须以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为前提．经济发展速度影响和制约

税收增长速度。同时。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体．对经济具有反作用．能够平衡纳税人的税负，创造公平的市

场环境，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分析了

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现状及特点．总结了滨海新区三次产业的税收收入情况．找出三次产业结

构及税收增长中的问题．并提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促进税收收入地健康稳定增长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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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战略

重点和新经济增长极．承担着推

动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经济振

兴、促进东中西互动和全国经济

协调发展的历史性重任。因此．深

入调研分析经济结构与税收收入

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正确处理好

税收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做到税

收增长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和

谐统一．对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加快提升滨海新区经济发

展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滨海新区经济发展概述

及产业结构现状特征

(一)滨海新区近几年经济发

展情况概述

天津滨海新区自2009实施

行政体制改革以来．经济运行呈

现出持续快速发展态势．由2009

年381l亿元增长到2013年

8020亿元．5年间经济总量连跨

5个千亿元台阶．2013年当年按

可比价增长17．5％．增速高于全

市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9．8个

百分点．占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

的55．8％．对区域经济发展龙头

带动作用凸显。其他主要经济指

标也都实现四年翻一番的目标：

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6200亿元．同比增长13％．比

2009年增长1．2倍。公共财政收

入878亿元．增长比2009年增长

1．8倍。固定资产投资5030亿元。

增长13％．比2009年增长l倍。

商品销售总额15072亿元．增长

17％．比2009年增长1．8倍。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1158亿元．增长

14％．比2009年增长1．6倍。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天津

滨海新区已经具备多方面的比较

优势．成为名副其实的带动天津

发展的龙头地区。一是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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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处于环渤海地区的中心

位置．与珠三角地区的深圳、长三

角地区的上海浦东比肩而立：同

时背靠“三北”j依托京津冀、面向

东北亚，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

是中国北方连接亚欧大陆桥最近

的东部起点，还是蒙古、哈萨克斯

坦等邻近内陆国家的重要出海

口：新区内陆腹地广阔。遍及北方

12个省市自治区．区位优势明

显。二是功能优势。滨海新区具有

集港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

术园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于

一体的功能聚集优势．成为我国

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重要窗口。滨海新区拥有世

界吞吐量第四的天津港．是中国

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2013

年货物吞吐量达到5亿吨．通达

全球柏0多个港湾，服务华北、东

北12个省区市．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多年来一直在

全国各开发区中处于领先地位。

天津港保税区已成为服务华北、

西北地区和北方最大的保税通

道．进出区货物总值中60％以上

是外省市创造的．被国家批准为

区港联动试点。三是产业优势。滨

海新区已经形成了优势比较突出

的航空航天、汽车及装备制造、粮

油轻纺、生物制药、石油和化工、

新能源、新材料和电子信息等八

大支柱产业．具备了比较雄厚的

产业基础．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

群。这些产业科技含量高。产业链

长。辐射功能强。占滨海新区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近90％。目前。航天

航空产业形成了“三机一箭一星”

的产业格局和制造、研发、设计等

整体发展产业体系：汽车产业生

产形势良好，已形成了一汽丰田、

长城汽车、星马汽车为核心的汽

车整车生产基地：电子信息产业

聚集了中芯国际、曙光等知名企

业．成为亚洲最大的高性能计算

机生产基地：生物制药产业已经

聚集了包括大型生物医药制造企

业、传统中医药生产企业、生物医

药孵化器和医疗器械企业在内的

100多家企业：新能源新材料产

业正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四是科技研发优势。滨海新区已

经形成了多层次的科技创新体

系．科技人才创业基地已初具规

模。现有各类国家和市级各类企

业研发中心280多家．还拥有一

大批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和现代管

理经验的高级人才。五是土地和

资源优势。滨海新区拥有1214平

方公里盐碱荒地．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不适宜耕种的重度盐碱

地。新区其他资源也比较丰富．已

探明渤海海域石油资源总量98

亿吨．天然气储量1937亿立方

米．年可开采地热2000万立方

米．原盐年产量240多万吨。另外

还有大面积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和

平原水库．拥有较好的生态环境

基础。

(二)滨海新区产业结构发展

现状及特征

目前．滨海新区产业结构总

体上呈现出“二、三、一”的发展格

局。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1二业，

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新

区目前仍然处在工业化中期阶

段。从区域带动的视角来看．滨海

新区作为增长极的辐射作用还不

突出．滨海新区的快速崛起虽然

支撑了天津经济的快速发展．却

没有使更大范围的京津冀板块在

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据更加显赫的

地位。

1．总体保持“二、三、一”的发

展态势．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

近几年．滨海新区经济建设

紧锣密鼓．开发开放步伐不断加

快．但全区产业结构比重变化波

动平缓．由2009年的0．19：67．44：

32．37调整为2013年的0．13：

67．37：32．51．始终呈现出“二、三、

一”的发展态势。其中第一产业

比重较低并持续下滑．由2009

年的0．19％降到2013年的

0．13％．这是由于滨海新区土地

资源大部分为盐碱荒地．不适合

农作物生产．再加上新区农村城

市化和小城镇改造项目的持续

深入．第一产业的发展空间不断

萎缩：第二产业始终处于绝对的

主导地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始终保持在67．5％上下：而第三

产业比重一直维持在32％左右．

五年间仅提高O．15个百分点．远

低于天津市48．1％和全国46．1％

裹l 滨海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统计表(亿元)

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年份

增加值 增加值比重％ 增加值 增加值比重％ 增加值 增加值比重％

2009年 7．43 0．19 2569．87 67．44 1233．37 32．37

2010年 8．17 0．16 3432．81 68．25 1589．12 31．59

2011年 8．82 O．14 4273．89 68．86 1924．15 31．00

2012年 9．36 0．13 4857．76 67．42 2338．05 32．45

2013年 10．07 O．13 5403．03 67137 2607．30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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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水平。

2．工业发展势头强劲．重工

业特征突出

由三大产业对经济贡献的比

重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是推动滨

海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所

占份额始终在六成以上。其中工

业一直是滨海新区发展的强势产

业和优势产业．工业增加值呈现

出较快的增长态势．2013年实现

5138亿元．比2009年增长1．15

倍；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攀升．

由2009年的62．6％升至2013年

的64．1％；按可比价增长18．4％，

快于新区生产总值增速1个百分

点。在工业结构中。石油化工、汽

车及装备制造、现代冶金等重型

]二业成为支柱产业．所占份额接

近60％。

3．传统服务业份额偏高．金融

业涨势良好

分析2013年第三产业内部

结构，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饮食业等

传统服务行业比重较高．合计达

到41．5％：而处于第三产业高端

和现代服务业核心地位的金融

业占比偏低。只有4．07％．但增

速较快，达到24．4％。高于第三

产业平均增幅7．7个百分点．这

与近年来滨海新区不断加快现

代服务业发展．凭借区位和政策

优势．着力推进金融租赁、金融

保理等新型金融业态发展有着

直接的联系。

4．区域功能定位明确．产业

发展各有侧重

为了避免无序竞争．实现可

持续良性发展．滨海新区紧密结

合现有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按

照“项目集中园区、产业集群发

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成建

设”的发展原则．对各功能区的

产业发展重点进行了系统化布

局。

其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津南港工业区)、天津港保税

区(天津空港经济区)和天津滨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作为开发

建设较早的成熟功能区．产业重

点围绕航天航空制造、电子信息、

汽车机械和高端设备制造、生物

技术与现代医药、食品饮料、新能

源新材料等现代制造业：石油化

工产业、冶金及相关配套产业；港

口物流以及相关配套服务产业。

东疆保税港区、中新天津生态城、

临港经济区和中心商务区等新建

功能区．着力发展国际航运、离岸

金融、融资租赁、国际商品交易等

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动漫影

视、环保科技研发高端服务业；以

邮轮游艇、主题公园为特色的休

闲旅游业：现代港口工业物流及

相关配套服务；金融保险、商务商

业、内外贸易、会展旅游、咨询服

裹2滨海新区三次产业税收收入统计裹{亿元l

FinanCe＆Ta)(财税

务等高端服务产业。

二、滨海新区三次产业税收收

入情况分析

(一)税收体量稳步扩大。增速

低于经济增长

2009年滨海新区税收收入

总量为428亿元．2013年达到

852亿元。年均递增18．8％。同期

新区生产总值现价年均增长

20．45％．税收总量增速略低于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由于第一产业

对税收基本不产生贡献．本文只

对第二、三产业税收进行分析。滨

海新区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且呈现出稳

定增长的趋势。第二产业税收从

2009年的255亿元增长到2013

年的493亿元．增加238亿元。按

现价计算增长93．33％：第三产业

税收从2009年的173亿元增长

到2013年的359亿元．增加186

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1．08倍。

可以看出．近几年滨海新区第二

和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始终保持着

较快的增长速度．第三产业增速

要略快于第二产业。

将滨海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

与相应税收收入规模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随着滨海新区经济总

量的不断增长．税收收入规模持

续扩大．产业税收收入的增长与

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基本保持同

年份 税收总额 增幅％ 第一产业税收 比重％ 增幅％ 第二产业税收 比重％ 增幅％ 第i产业税收 比重％ 增幅％

2009 427．56 0．04 0．Ol 255．Ol 59．“ 172．50 加．35

2010 530．07 23．98 O．05 0．Ol 23．94 303．20 57．20 18．89 226．82 42．79 31．49

2011 662．87 25．05 O．07 0．01 38．27 365．44 55．13 20．53 297．36 44．86 31．10

2012 728．88 9．96 0．08 0．0l 11．35 416．04 57．08 13．85 312．76 42．9l 5．1 8．

2013 851．98 16．89 o．09 0．0l 12．47 492．48 57．80 18．37 359．4l 42．19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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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滨海新区三次产业税收收入增长圈

步。在2009年至2013年间．第二

产业增加值从2570亿元增长到

5403亿元，增加2833亿元．按现

价计算增长1．1倍：第三产业增

加值从1233亿元增长到2607亿

元．增加1374亿元．按现价计算

增长1．11倍。二者呈现出快速、

协调、均衡的增长态势，在增速相

同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创税能力要高于第二产业。

(二)收入结构基本稳定．第二

产业吕据i导

第二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

量中的比重接近七成．相应的第

二产业税收也成为税收收入的

主要来源．始终保持着主导地

位。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税

收占比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

分别为59．64％、57．2％、55．13％、

57．08％和57．80％．2011年触底

后开始逐年回升：第三产业走势

与第二产业正好相反．税收占比

先升后降．五年间分别为

40．35％ 、42．79％ 、44．86％ 、

42．9l％和42．19％。由于第三产

业税收增幅略快于第二产业．税

收占比差距在不断缩小．2013年

第二产业税收占比高于第三产

业15．61个百分点．比2009年缩

小近4个百分点。

经济结构决定税收结构．近

几年滨海新区各产业增加值始终

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格局．第三产

业增加值比重虽然呈现出逐年上

升的良好趋势．但是增长速度缓

慢．2009年至2013年仅提高不

足0．2个百分点．导致第三产业

税收收人在税收总量中的比重始

终维持在43％左右．难以提升。

2013年全国第三产业GDP占比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

第二产业占比为46．1％：43．9％．第

三产业占比与2010年相比提升

了2．7个百分点．远高于滨海新

区提升速度。可以看出．滨海新区

产业升级仍有较大空间．仍需付

出较大努力。

(三)总体税负走势平稳，第

三产业税负有所回落

2013年．滨海新区总体税负

为10．6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比

2009年下降0．6个百分点．五年

来基本稳定．呈现出稳中趋降的

态势。其中第二产业税负由2009

年的9．92％下降到2013年的

9．11％。减少了0．81个百分点．低

于总体税负1．51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税负由2009年的13．99％下

降到2013年的13．78％．高于第

二产业税负4．67个百分点．与第

二产业税负差距在逐年加大。

第三产业的高税负主要取决

于高附加值产出、低成本、低消

耗、低排放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

发展．对拉动总体税收增长起到

了重要作用。2009年每100亿元

表3滨海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和税收收入比重统计表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年份

增加值比重％ 增加值比重％ 税收比重％ 税收比重％

2009年 67．44 32．37 59．64 40．35

2叭0年 68．25 31．59 57．20 42．79

2011年 68．86 31．oo 55．13 44．86

2012年 67．42 32．45 57．08 42．9l

2013年 67．37 32．5l 57．80 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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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滨海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与税收收入比重变化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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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滨海新区三次产业税收负担情况变动表

年份 总体税负％ 第一产业税负％ 第二产业税负％ 第三产业税负％

2009 11．22 0．54 9．92 13．99

2010 10．54 0．6l 8．83 14．27

2011 lO．68 0．79 8．55 15．45

2012 10．12 0．85 8．56 13．38

2013 10．62 0．89 9．11 13．78

+总体税负
+第一产业
+第_二产业
+第三产业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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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滨海新区三次产业税收负担变动趋势图

第三产业增加值可以产生税收 模．生产型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

14亿元．到2013年每100亿元 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过程已

第三产业增加值产生的税收与原 经基本完成。

先相比减少了0．21亿元．这说明 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代

滨海新区第三产业税源的纳税能 表．在税收占比和税收增幅上均

力有所减弱．可能会对整体产业 有不俗表现。2013年实现税收62

结构升级转型产生负面影响。 亿元．比2009年的3亿元增长接

(四)制造业税收规模最大，金 近20倍．税收占比从O．8％提高

融业发展势头良好 到7．27％．增加了6．47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税收有8成以上 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

都集中在制造业．该行业税收由 金融租赁的崛起。新区凭借独有

2009年的219亿元增长至2013 的政策优势．大力发展以银行投

年的404亿元．五年间连跨三个 资为主的金融租赁产业，短短几

百亿元台阶，年均递增16．6％． 年取得丰硕成果，产业集聚效应

占总体税收比重接近半数．居各 凸显。税收收入规模迅速扩大。金

行业之首。其中，计算机、通信和 融租赁税收由2009年的0．7亿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 元猛增到2013年的33亿元，占

业、医药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 到金融业总收入的五成以上。五

器材制造业等高端制造业税收 年增长了46．14倍．年均增长

占到制造业总税收的70％．而石 1．62倍。

油、金属、化工等传统制造业比 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和建

重不足8％．可以看出滨海新区 筑业等老牌支柱行业，税收占比

经过多年努力．制造业取得长足 和税收增幅呈现出不同程度下

的进步．八大优势产业已初具规 滑。2013年税收占比分别为

Finance＆Ta)(财税

9．89％、7．54％和6．51％。与2009

年相比分别回落0．94个百分点、

2．94个百分点和0．03个百分点：

2013年税收增幅分别为6．15％、

5．11％和12．39％．均低于总体税

收增幅．与2009年相比分别回落

27．72个百分点、28．54个百分点

和26．68个百分点。

(五)流转税比重逐年下降．地

方税种贡献上升

从税种结构上分析．滨海新

区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

营业税)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

趋势．由2009年的59．16％降为

2013年的52．57％．五年问下降

6．6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流

转税比重五年间下降6．52个百

分点．而第三产业仅下降0．07个

百分点。

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比重稳步上升．分别

为29．82％、32．32％、34．99％、

34．89％和33．13％．五年间提高

3．28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所

得税比重增长略快于第二产业．

五年提高1．72个百分点．而第二

产业提高1．55个百分点。

其他地方税收贡献逐年增

长．由2009年的lO．99％上升到

2013年14．3％．提高了3．31个百

分点。地方税比重增长主要体现

在第二产业上．五年间提高了

3．12个百分点。从主要税种看．

城建税借助外资城建税开征的

有利契机．2013年比2009年比

重提高2．2个百分点：加大房地

产企业清算力度与加强土地交

易监管共同发力．土地增值税比

重由2009年的O．9l％上升到

2013年的2．69％．提高1．78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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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进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对

策和建议

(一)充分利用国家战略发展

机遇．提前布局把握政策红利

今后一段时间．滨海新区的

战略发展机遇是天津自贸区的落

地预期。从目前来看。国务院已向

商务部下达通知．要求该部协助

天津进行自贸区框架设计．而天

津自贸区相关配套工作也已经基

本准备完善。获批的可能性很大。

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就是以开放倒

逼改革提速．新区应牢牢把握这

一重要历史机遇．提前着手相关

产业布局，带动并出台金融、税

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改革

措施。逐步释放改革红利。夯实税

收收入增长的基础。

(二)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促进产业升级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

景下．结合京津冀错位发展中天

、津的定位．努力将天津打造成为

北方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以滨海

新区为基地．以现代制造业为突

破。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以现

代金融业为纽带，带动物流、商

贸、旅游等产业，形成集高科技企

业总部、研究开发、高科技制造于

一体的制造业聚集区。改变新区

对部分龙头企业的过度依赖．推

动制造业转型．积极加大对有发

展前景的数控机床、3D打印、新

材料等先进制造业的招商引资力

度。创造新的税收增长点：加大对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

兴制造业、软件、集成电路等现代

信息技术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改

造升级扶持力度．稳定现有税收

基数。

(三)积极构筑高端产业体系．

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紧跟新一轮世界科技潮流。结合

滨海新区发展需求和优势．着力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做大

做强优势产业．坚持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延长

产业链条．形成附加值高、竞争力

强、带动力大的现代产业聚集高

地。同时加快高端服务业和配套

服务业发展．围绕建设北方国际

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以高

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重

点．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和税收增

长点．进一步促进税收收人的持

续、快速增长。

(四)注重科技和人才引入。

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打造科技创新和转化平台．

积极吸引国家级和世界知名科研

机构加快聚集．争创科技创新领

航区和创新型城区。发展科技型

中小企业。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

集聚、创新政策向企业倾斜。增强

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创建人才特区．建立健全以一流

的创业平台、特殊的薪酬方式、灵

活的身份管理、完善的生活服务

等为特色的人才体制机制．全面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下大力量引

进各类高层次人才．聚集海内外

人才到新区创业。

(五)加强税收征管．进一步

提高税收管理效能和质量

在充分做好扶植、培育、涵

养税源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新区

地税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强税收

征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质

量．堵塞税收征管漏洞，确保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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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应收尽收。一是加强税源的监

控、收人分析和计划考核工作，

重点跟踪主体税源、新增税源、

征管薄弱环节．及时掌握经济对

税收的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实

现税收平稳有序增长。二是建立

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机制。对企业

纳税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确定等

级。对信用度高的企业。给予一

定的政策倾斜。如：可在2至3

年内免于税务稽查等。三是严格

减免税、退税的审批程序。严格

执行减免税政策规定．严禁越权

减免。认真清理非政策性减免．

特别是对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资格的企业．及时撤销其免

税资格。追缴企业应交税款。四

是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进一步

扩大远程电子报税范围．进一步

规范和简化办税手续．提高征管

工作效率和质量。通过加强税收

征管各项工作．逐步完善税收管

理体制．构建“管理服务型”的地

税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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