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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税务

一、引言

推进第三产业发展，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

重，是“十三五”规划中的一个重点规划内容。因此，研究第三

产业和税收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

税收增长双赢目标，已成为“十三五”时期各级政府和专家学

者的重点研究课题。

广东省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得到了快速

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

比重迅速上升。自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广东省税收进入了

飞速增长的状态。税收的增长得益于税收手段的规范以及税

收政策的完善，更得益于经济的发展。

关于广东省经济发展与税收增长的关系，戴杰卿（2007）

通过对税收收入和GDP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增长

是税收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体现了经济决定税收的原

理。关于第三产业的现状及其与税收的关系，姚凤民、文生超

（2014）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

的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广东省的经济中发挥

了主导作用，而且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广东省的经济以及税收

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冯瑜（2011）利用统计回归的方

法，分析阐述了产业结构和税收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结构

决定税源结构，税收主要源于国民经济中的第二、第三产业，

主体税种的税基与GDP中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值相对应。

笔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广东省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与税收收入规模效益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验证分析。

二、广东省GDP及第三产业现状分析

产业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

化的程度可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否达到50%来判断。

这也表明，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

平稳运行的环境下，产业结构更趋高级化。三次产业结构持

续调整，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4.7∶46.2∶49.1，第三产

业占比同比提高 0.3个百分点（2013年三次产业比重经第三

次经济普查后重新调整为4.8∶46.4∶48.8）。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税收贡献也越来越大。本文以广

东省为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相关线性分析方法对第三产业的现状、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税收的关系进行分析，

得出第三产业发展和税收效益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提出了促进第三产业与税收建立和谐关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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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下的第三产业发展与税收效益关系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指 标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亿元）

第二产业（亿元）

第三产业（亿元）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1978年

185.85

55.31

86.62

43.92

24

1990年

1559.03

384.59

615.86

558.58

36

2000年

10741.25

986.32

4999.51

4755.42

44

2005年

22557.37

1428.27

11356.60

9772.50

43

2010年

46013.06

2286.98

23014.53

20711.55

45

2012年

57067.92

2847.26

27700.97

26519.69

46

2013年

62163.97

3047.51

29427.49

29688.97

48

2014年

78596.66

3694.04

36311.19

38590.47

49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信息网。

表 1 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基金项目】 广东省财政厅2015财政科研项目“基于新形势下的第三产业发展与税收效益关系研究——以广东为

例”（项目编号：2015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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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以看出，从 1978年的 185.85亿元到 2014年的

78596.66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随着产业

结构的不断调整及优化，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

年加大，从24%到49%，其为广东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按照这个发展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优化，广东省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

快会达到甚至超过50%。但是这跟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比，还是相差甚远。2000年后，第三产

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上升速度减慢。综上所述，虽然广东省

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地区发展差异大

正如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一样，广东省第

三产业的发展也存在地区发展差异大的问题，表 2为广东省

各市2000 ~ 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情况。

表2的数据表明，广东省各地级市第三产业均有发展，每

年的增加值逐步提高。但是 2013年，在广东省 21个地级市

（不含顺德）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最高的广州市与增加值最低

的云浮市相比，差值达到了 9756.48亿元。广州、深圳、东莞、

佛山、顺德、中山这几个城市第三产业每年增加值数额大而

且发展速度快；相反，梅州、阳江、潮州、河源、汕尾、云浮这几

个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数额小而且增加速度十分缓慢。由此

说明，广东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以广州为首的几个

城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逐渐加大。

按经济区域划分，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远远超过

其他三个区域，这都凸显了广东第三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

也反映了除珠江三角洲以外的三个经济区域还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有待挖掘。

（二）第三产业内部行业发展差异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保证基本的

生活质量，对衣食住行的要求也更高了。这就

使得第三产业中的批发与零售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的需求扩大了。从2013年第三产业

各行业企业法人单位个数与从业人员人数（见

图1和图2）来看，这几个行业居于领先地位。

相比之下，其他行业落差较大。其中教育

行业法人单位及就业人数规模虽然在不断地

扩大，但地区间分布的密度却有很大的差异。

2001年起，我国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

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促

进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农村

教育资源进行了整合：摒弃了“农村办学”的方

式，对邻近的学校进行资源合并，也就是“撤点

并校”。但由于部分地区在操作中的不当，导致

学生生活条件下降，甚至辍学的现象发生。因

此，该政策的实施和操作方法的正确性，受到

舆论的争议。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山区农村

的学校越来越少，少有教育工作者愿意投身到

山区农村的教育事业中。

与金融业130%的增长率相比，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1.14%的增长率十分低。另外，住宿

和餐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跟不上人们对

这些行业需求的扩大速度。其中，金融保险业

和邮电通讯业等营利性服务业的相对生产率

较高，而卫生、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和教育业等非营利性服务业

相对生产率较低。

单位：亿元

按市级划分

城市

广州

深圳

东莞

佛山

顺德

中山

惠州

茂名

江门

湛江

珠海

汕头

肇庆

清远

韶关

揭阳

梅州

阳江

潮州

河源

汕尾

云浮

按经济区域划分

区域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2000年

1376.75

1085.8

343.64

435.03

138.89

141.09

121.7

143.73

200.73

133.24

145.14

193.39

104.93

55.77

73

98.11

61.3

50.21

62.59

35.87

44.48

42.9

2000年

3954.8

398.57

327.18

268.84

2005年

2978.79

2298.64

934.78

876.52

309.32

315.59

273.09

311.83

303.66

222.75

273.58

264.83

200.36

124.83

138.05

146.66

112.56

103.32

99.08

81.93

76.53

65.34

2005年

8455.01

587.1

637.9

522.71

2009年

5560.77

4367.55

1926.04

1687.44

610.51

616.73

535.45

530.02

459.08

461.45

465.88

409.32

376.98

274.45

260.74

274.36

203.79

189.75

180.76

141.35

148.84

116.06

2009年

15995.92

1013.28

1181.23

996.39

2010年

6557.45

5051.67

2069.07

2003.63

713.4

725.81

608

626.81

581.18

538.15

514.23

466.22

438.94

351.83

301.82

319.62

236.19

227.93

209.57

170.26

174.81

135.11

2010年

18549.99

1170.22

1392.89

1195.21

2011年

7641.92

6155.65

2351.32

2220.43

906.91

911.51

753.32

729.38

695.01

645.65

603.98

552.28

510.72

415.23

356.4

362.21

280.89

267.52

248.32

200.35

202.05

157.19

2011年

21843.86

1364.85

1642.54

1410.05

2012年

8616.79

7206.12

2615.78

2369.16

1029.64

1025.24

865.76

802.51

770.06

752.15

688.38

604.37

554.41

455.68

403.78

397.23

318.44

302.08

268.48

237.33

226.95

184.13

2012年

24711.7

1497.02

1856.74

1599.37

2013年

9963.9

8198.14

2951.06

2530.76

1156.67

1108.35

991.09

893.66

828.34

824.24

770.21

660.94

606.59

494.65

450.51

437.18

345.73

333.14

289.48

260.15

247.81

207.42

2013年

27948.4

1635.41

2051.04

1758.45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信息网。

表 2 广东省第三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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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会计、法律咨询、公共事业、居民

服务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

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行业，受惠于社会经济

的全面发展和大量的优惠政策，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绩

将为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六大行业中，电子及通信、电子计算机、

医药制造三个行业的总产值占据全省高新技术产业98.1%的

份额，其他三个行业（航空航天、新材料、核技术和新能源）几

乎是空白。

（三）广东省第三产业地区、内部行业之间发展存在差异

的原因

广东省第三产业地区、内部行业之间发展存在差异是经

济发展、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政策取向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如广州地处华南，广东省的东南部，珠江三角洲北

缘，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南中国海，隔海与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相望，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南方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在秦汉时就是繁荣都会,

汉唐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广州有悠久的商业发

展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其外贸业、旅游业、金融业都

十分繁荣。

随着《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珠三角经济区域第

三产业得到了更快更好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尤其是移民城市

深圳，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中，有很大一部

分具有挑战精神，带来了文化及价值观念的革新（张捷，

2002）。例如，商品及竞争观念，使珠三角地区具有浓厚的开

放思想及竞争的现代意识。

但是相比于珠三角地区，广大的粤东、粤西及粤北地区，

交通不便，对外界的信息接受慢，观念更新也慢，对一些新鲜

事物亦难以接受。

再如潮汕地区，虽然与珠三角地区几乎同时迎来改革开

放的机遇，但时至今日，潮汕地区的经济发展却远远落后于

珠三角。潮汕文化虽然具有不少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比如

内部团结、商业意识浓厚，但潮汕文化里的保守性、排外性与

社会发展潮流格格不入，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

展。综上，引起广东省第三产业发展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最

主要的还是经济因素。

三、广东省第三产业与税收效益关系研究

美国早期经济学家克拉克继承了配第的观点，认为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随着国际贸易和需求结构的

变化，作为经济主导部门的工业会在一定时期达到一个最高

点，然后逐渐被第三产业所取代。

广东省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2013年的4.8∶46.4∶

48.8调整为 4.7∶46.2∶49.1，产业结构呈现第二、第三产业“并

驾齐驱”的格局，并且第三产业逐渐对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

用。经济是源，税收是流。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

容忽视。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制度日益完善，税收收入

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一）税负的定义

税负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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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三产业各行业企业法人单位个数柱形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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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三产业各行业从业人员人数柱形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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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GDP

其中，T为税收，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由税负的定义可得，使税收 T 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

GDP增长，因为GDP是税收的基础，GDP的增长必然促使税

收增长；二是产业结构变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比

重的提高，能够促进税收增长；三是税负提高，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税负的提高，使税源结构得以优化，从而促进

税收的增长。

但是，根据马斯顿对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之间基本关系

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使公民承担较低平均税负的国家要

比使公民承担较高税负国家的GDP增长更快。税收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税收占GDP的比重提升 1个百分点，经

济增长率就下降 0.36个百分点。所以，“税负越高，税收收入

越高”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拉佛曲线”表明，当税负达到

一定程度以后，进一步提高税负，人们将会越来越不愿意从

事生产工作，于是税基相应减少，从而税收收入也会减少。

（二）模型构建

1. 指标的选择和数据来源。在税收收入和GDP指标的

选择上，鉴于数据的来源和可获取性，本文剔除了税负极小、

对税收贡献极少的第一产业。所有研究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

鉴》、广东省地税总局、广东省国税总局。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94

~2014年，旨在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1994年的税制改

革之后，广东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税收规模之间的关系。

本文对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分析。为了研究

第二、第三产业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将税收 y作为因变量，将

第二、第三产业GDP作为因变量（x1，x2）。

由表3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广东省税收收入呈现

逐年增长的趋势。从 1994年到 2014年，经过 20年的发展，税

收收入增长了近 37倍。2010年税收收入突破 10000亿元，其

中，广东省地税税收收入已连续 17年居全国地税系统首位，

广东省国税系统税收收入连续16年位居全国国税系统首位。

2014年广东省成为全国首个国税收入突破万亿元的省份，达

到10152.21亿元，同比增长12.5%，增收1125.46亿元，税收收

入总量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

2. 税收与第三产业相关性分析。利用Excel表格工具对

表3进行分析，得出以下方程：

y=-580.82+0.1x1+0.4x2

经计算可知，复相关系数R为 0.99，表示税收收入的变

化 99%是由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引起的，只有 1%是由其

他因素引起的。复测定系数为 0.99，说明该方程的拟合效果

显著。P值偏小，说明结论产生偏差的概率较小。由此可见，在

国民经济中占重要位置的第三产业，对税收收入的增长起着

重要作用。

3. 宏观税负与 GDP 增长率相关性分析。表 4为广东省

1995 ~ 2014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分析。

年份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税收收入

429.27

673.04

848.37

1081.48

1183.57

1479.96

1987.96

2286.92

2528.81

2989.81

3587.20

4203.08

5055.00

6947.00

7715.00

8131.23

10052.32

12026.17

13164.50

14111.74

15852.21

第二产业GDP

2253.25

2900.22

3307.51

3704.39

4067.12

4359.00

4999.51

5506.06

6143.40

7592.78

9280.73

11356.60

13469.77

16004.61

18502.20

19419.70

23014.53

26447.38

27700.97

29427.49

31345.77

第三产业GDP

1673.52

2168.34

2592.22

3091.81

3469.21

3882.66

4755.42

5544.35

6343.94

7178.94

8364.05

9772.50

11585.82

14076.83

16321.46

18052.59

20711.55

24097.70

26519.69

29688.97

33279.80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2014》和广东统计信息网。

表 3 广东省1994~2014年税收收入和
第二、第三产业GDP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宏观税负

11.34%

12.41%

13.91%

13.87%

16.00%

18.51%

19.00%

18.73%

18.87%

19.02%

18.63%

19.01%

21.86%

20.97%

20.59%

21.85%

22.60%

23.07%

22.70%

23.38%

GDP增长率

28.45%

15.20%

13.75%

9.73%

8.44%

16.11%

12.08%

12.15%

17.35%

19.06%

19.58%

17.87%

19.52%

15.80%

7.30%

16.54%

15.64%

7.25%

8.93%

9.05%

税收增长率

56.79%

26.05%

27.48%

9.44%

25.04%

34.33%

15.04%

10.58%

18.23%

19.98%

17.17%

20.27%

37.43%

11.06%

5.40%

23.63%

19.64%

9.47%

7.20%

12.33%

税收收入弹性

2.00

1.71

2.00

0.97

2.97

2.13

1.24

0.87

1.05

1.05

0.88

1.13

1.92

0.70

0.74

1.43

1.26

1.31

0.81

1.36

表 4 1995~2014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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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马栓友博士经过测算得出结论：最优税收规

模的宏观税负大约是20%。由表4可以看出，从2011年广东省

宏观税负率超过 20%之后，GDP及税收收入虽然在不断提

高，但是增长速度明显下降。2012年GDP增长率为7.25%，税

收增长率为9.47%，均低于10%。

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职能所需的

财力，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宏观税负水

平过低，无法满足政府履行职能的需求；宏观税负水平过高，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宏观税负保

持合理的水平，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税负一方面

影响着政府集中财力的多少与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影响

着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合理界定税负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宏观税负的高低与产业结构关系密切。第一产业比重大

的地区，宏观税负轻；第三产业比重大的地区，宏观税负重。

这主要是因为在现行税制下，我国实行的是第一产业轻税政

策，而第三产业含税量高。

图3为广东省1995 ~ 2014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趋势。

由图 3可以看出，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税收增

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曲线趋势大致相同，这表明税收随着

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另外，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曲线

不够平滑，这说明广东省经济发展不够稳定。1995 ~ 2005年

税收增长率下降了 40%，2005年之后，税收增长率波动也较

大。税收收入波动大不利于政府财政收支工作的正常开展。

宏观税负逐年提高，但GDP增长率及税收增长率逐年下降。

假定宏观税负为 x，GDP增长率为 y，利用Excel表格对

表4进行回归，得到方程：

y=0.062-0.507x

复相关系数为0.35，即GDP增长率变化的35%是由宏观

税负引起的。斜率为-0.507，说明GDP增长率与宏观税负存

在负相关关系，宏观税负每增加（减少）1%，GDP的增长率就

减少（增加）0.507%。

假定税收增长率为 y，GDP增长率为 x，用Excel对两者

数值做回归分析，得到方程：

y=-0.054+1.78x

复相关系数为0.77，说明税收增长率的77%是由GDP增

长率引起的，还存在其他的相关因素。斜率为1.78，说明税收

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DP每增长（减少）

1%，税收收入就增加（减少）1.78%。

税收弹性系数是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是

反映经济税收是否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经济学理

论，税收增长比例应与经济比例大致相同，当税收弹性系数

为1时，是比较和谐的增长形势。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弹性系数

的合理区间是0.8 ~ 1.2。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征管手段的

不断规范，税收弹性系数在1.2 ~ 2.0也被认为是合理的。当税

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税收增长比经济增长慢；当税收弹性系

数大于 1时，税收增长比经济增长快。由表 4可得，广东省税

收弹性系数波动较大，说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速度差距

较大。税收增长过慢，不利于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税收增长

过快，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广东省税收弹性系数

大部分时间在合理区间波动。

4. 第三产业税收的基本情况。广东省第三产业的税收占

税收收入的比重大，增速也较快。2010年广东省确定了将房

地产建筑、药品经销、交通运输和汽车销售等四个行业作为

重点进行深入调查，严厉查处税收违法案例，提高税收收入

质量。来自广东省国税局的消息称，2011年广东省国税系统

完成税收收入7780.17亿元，同比增长14.5%。其中，现代制造

业及第三产业税收比重快速上升。2012年1 ~ 11月，广东省地

税来自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税收所占比重分别为 0.2%、

29.4%、70.4%。第三产业税收增速快于全省平均增速3.3个百

分点，占全省地税总税收收入比重超过七成，较上年同期提

高 2.1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税收分别

增长 17.1%、15.4%、11.8%、11.5%，合计占全省地税总税收的

比重为 27.3%，较上年同期提高 1.8个百分点，成为重要的税

收增长点。

2013年广东省地税局公布的调研报告《从税收结构变化

看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表明，第三产业的税收对房地产的依

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房地产成为重要的主体税源。2014年

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规模连续21年居全国地税首位，其中第

三产业税收所占比重为72.4%，保持主导地位。随着全省加快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税收占总税

收的比重达到 39.8%，成为重要的税收增长点。由此可见，广

东省第三产业税收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大，增速快，有大量的

优质税源，且税源越来越广，税收增长点越来越多，这对于广

东省税收的增长及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贡献也日

益增大。

图 3 广东省1995~2014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趋势

宏观税负 GDP增长率 税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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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的增长和构成情况能够反映经济发展和经济

结构的状况，第三产业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也说明了广东

省经济增长逐步走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服务业发展的轨道。服

务业是第三产业的主体，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广东省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税收贡献也会越

来越大。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对广东省第三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以及对广东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税收收入的关

系进行探究，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经济是源，税收是

流，经济发展了，税收才能提高。税收的增长速度取决于经济

的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决定税收规模，经济规模的扩大促使

税收规模扩大。因此，税收的征收应与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2. 税收主要源于国民经济中的第二、第三产业。第三产

业对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

3.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负的高低，而过高的税收又会阻

碍经济的发展。合理设定税负，能对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经济

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可以通过培植税源、增加税收增长点来

提高第三产业的税收比重。广东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税收收

入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健康的，维持两者和谐并进的关系对广

东省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履行政府职能、促进经济发展、保证

市场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五、相关建议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增长的规模、速度和经济效益决定

税收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广东省第三产业对广东省税收收入

规模的扩大有着很大的贡献，政府利用财政收入发挥职能，

又能促进第三产业更快更好发展。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就

二者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税法约束力度，完善税收征管手段，强化纳税

者的纳税意识

根据资料显示，广东省每年税收流失严重。税收流失是

由税收征管手段不完善、纳税者纳税意识薄弱、税法没有发

挥约束作用共同造成的。

1. 强化纳税者的纳税意识，加强税法的宣传。例如，在学

校教育中尽早引入纳税的概念，强化税法的教育，让人们尽

早形成自觉纳税的意识。建立双向申报交叉稽查制度，避免

地方税务局干预税收执行，防止滋生腐败现象。另外，建立适

当的激励机制，激励纳税人诚实准时申报纳税。把纳税情况

与个人道德、个人信贷挂钩。提高稽查人员的素质，进行高度

专业化的税务审计和稽核，建立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2. 加强税收政策宣传辅导。强化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并提供一流的纳税服

务。设立重大项目办税“绿色通道”，在办税服务大厅开设专

门窗口，本着“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随到随办”的原则，为重

大项目的登记、申报和发票领购等涉税事项办理提供优质、

快捷、高效的服务；落实全程跟踪服务制度，从重大项目立项

到设计规划、施工、投产等各个环节，均由专人负责提供全程

跟踪服务；主动上门为重大项目开发建设单位办理急、特、难

涉税事宜，为重大项目提供特色服务。

要健全管理保障机制。建立专业化管理队伍，派出“精兵

强将”从事这项工作，充实重大项目税收管理力量；完善运行

管理机制，依据重大项目税源管理的特点，建立健全重大项

目领导挂点服务、税收管理员管户、咨询辅导、发票管理、巡

查巡管、纳税检查（评估）等税收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重大项

目全程跟踪服务等纳税服务制度，建立健全服务重大项目工

作报告、内部督查、特邀监察员、服务项目回访、个人绩效管

理考核等考核追究制度。

加大考核奖惩力度。科学设置重大项目管理目标，层层

分解任务，通过采取明察暗访、现场督导、网上监控、巡查通

报等方式，对重大项目管理进行全方位、跟踪式的督查，并严

格考核奖惩，确保重大项目税收管理与服务。

3. 在税收征管中普遍使用电子产品，进行规范化管理。

大力推行现代化服务，加强地税门户网站建设，推进财税库

银横向联网和网上申报、网上查询、网上辅导，构建便捷、高

效的现代化纳税服务平台。这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

低税收成本，强化监督制约机制。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形成

诚实守信、依法纳税的环境和氛围。

（二）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广东省第三产业存在地区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可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改善这一问题，广东省应加大税收优

惠政策对传统服务业、农村现代服务业的改造和扶持力度。

1. 加快旅游业的发展。加快全省旅游业的发展有以下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①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优化发展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提高

国际化水平；②能够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③能够加快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落后地区脱贫奔康，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

除了传统的景点旅游模式，现在还兴起了“农家乐”热

潮。农家乐旅游是乡村旅游的一种形式，它是传统农业与旅

游业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的旅游项目。农家乐的发展对

促进农村旅游、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农业市场

化进程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农家乐发展起来后，带来的

不仅仅是消费收入，还有产品信息、项目信息和市场信息，为

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农家乐成为农民了解市场的

“窗口”，成为城市与乡村互动的桥梁。各地游客为农村带来

了新思想、新观念，使农民及时了解到市场信息，生产经营与

市场需求相接轨。各地方政府可充分利用当地特色，实行税

收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农民发展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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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外贸经济，加大对技术开发型投资项目的扶持。

改变大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向国有企业倾斜的局面，将优惠政

策扩展到发展潜力巨大的民营企业。例如，免征企业所得税

的年限可适当延长，对于刚起步的企业适用低税率，以促进

广东省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的提高。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具有

时效性的服务外包政策，如实行更优惠的减免税政策等。

3. 解决广东省第三产业存在地区间、内部行业间发展差

异大的问题。改善这一问题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各地级

市的第三产业主导产业要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本市第三产业

产值；各地级市要因地制宜，推动本地区第三产业发展。

对于佛山，可以采取与广州差异化发展的策略。佛山制

造业基础雄厚，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佛山转型的关键。通过近

两三年的发展，佛山A级景区和4A级景区在全省位列第一。

大力发展旅游业，使之成为第三产业的主导行业，有利于带

动第三产业其他行业的发展，如佛山在全省比较有优势的产

业游——美食、工业游、家具城、玉器街、花卉等线路。

对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的潮汕地区，可以加大对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扶持。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业、交

通运输和仓储业、信息传输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六大行业。

而对于第三产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珠三角地区，则可

以培养优质的第三产业行业，如外包服务业，从而提升服务

贸易比重。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深圳、东莞、惠

州、广州在全省占领先地位，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势显著，东西

两翼及粤北地区远落后于珠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地区

差距不断拉大，必然会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

响。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地区间的合作，以先进带动后进，促

进优势互补，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调

整，努力提升产业结构。在制定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时，要鼓励

部分地区发展那些占高新技术产业份额较小但有发展潜力

的行业，如医疗器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软件开发业等，促

进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协调发展。

（三）合理调整第三产业税率，优化第三产业税源结构

1. 利用税率杠杆调节收入差距。汇总近三年数据可知，

第三产业中，连续三年月薪排在34个行业前十位的“多金”行

业有：金融业、咨询与调查业、广电及文化艺术业、法律服务

业、职业中介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排名后十位的“少金”行

业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娱乐、体育业，采矿、地质、金

属、石油业，居民服务业。广东省“十三五”规划把促进就业、

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均衡发展列入其中。

分级税率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

平。但是，不同的收入层次用不同的税率并不能完全体现这

一出发点。如两个同样收入为一万元的劳动者，其中一个的

收入是五口人的家庭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另一个是三口人

的家庭里最低的收入者，这样，即使是用同样的税率，而第一

位劳动者的税负也比第二位重。

要实现绝对的社会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应利用税

率这一杠杆调节第三产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这就要求政府

花费人力物力，对劳动者具体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并进行追

踪。利用税率杠杆调节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利于

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另外，要加大对

科技人员的税收优惠力度，促进劳动者充分发挥个人职能，

提高服务质量。

2. 培植优质税源，优化税源结构。广东省税源高度集中，

一旦其中一些企业出现减收波动，将直接引发税收大幅度波

动。除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这三大税收主体，

房地产业成为重要的主体税源。相关数据显示，2008 ~ 2011

年，广东省房地产业税收占比越来越大，分别为 7.1%、8.2%、

8.5%、8.9%。另外，山区里的税源十分单一，乡镇企业的税收

优惠政策未能得到较好的落实，因此，各地方政府应根据实

际情况，培植优质税源，优化税源结构。

在广东省第三产业行业里，环境保护发展相对缓慢，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广东省可结合税收、培养税源来

进行环境保护。如对于环境保护税，尽管我国的消费税、资源

税和车船税涉及环境保护的内容，但依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

环境保护税。我国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

出，要建立健全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加大环境治

理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对此，广东省政府可考

虑开征环境保护税，将排污收费转为征收排污费，将对环境

污染严重的行业或企业作为课税对象。丰富环境保护税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的形式，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受益面，增强针

对性和灵活性。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提高会带动税源的增加，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如信息咨询、技术服务、会计、法律，培育

新的税收增长点，形成以房地产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为龙

头的第三产业体系。通过挖掘发展潜力，进一步提高第三产

业税收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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