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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福建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总体仍然处于“二三一”的发展格局。福建省第一、第二产

业的税收贡献率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税收贡献率比重快速上升并于 2015 年超过了第二产业。基于福建省的产业和

税收数据，通过产业发展的税负指数、税收弹性和协调系数分析福建省产业结构与税收结构的互动协同关系。福建

省应当加快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税收政策，优化税收体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与税收结

构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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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第一产业增加值持续下降，

第三产业持续较快发展，第三产业 GDP 占比仅次于

第二产业。福建省目前处于从 “二三一”产业结构

向“三二一”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也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税收作为调节经

济增长的重要工具，与产业结构具有相互作用、协

调发展的关系，是政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

要手段。

一、文献回顾

税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已经得到学术

界的普遍认同。从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结构的影响

研究看，金人庆［1］提出产业结构变动必然会引起税

收结构变动; 郭庆旺和吕冰洋［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依靠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 李平［3］通过回归分析算出

可决系数与各税目的比率，得出第三产业 GDP 产值

的提高相对于第二产业 GDP 产值的提高更能促进税

收收入增长，并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税收体制，指出

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更有利于税收的总

体增长。从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反作用看，颜玉

英、刘姝伶［4］指出税收对产业的升级优化具有重要

影响，它可以通过对中间变量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进行宏观调控，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和协

调; 马海涛［5］提出我国的税制结构应该实现间接税

和直接税并行，而不是单一地以间接税为主体，这

种双主体结构能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得到更好

的配置和使用，从而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

李俊英、苏建［6］提出结构性减税能优化经济结构，

并进一步指出我国应该推进营改增的实施进程，促

进产业的升级和调整。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和税收

结构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大部分学者都主张

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来

增加税收收入，调整税收的税种结构［7］; 同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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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诸如政策优惠、结构性减税、营改增等措施来促

进产业结构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变［8］。

二、福建省产业结构分析

福建省早就形成了稳定的“二三一”产业发展

格局，1993年三大产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22. 8%、

40. 9%、36. 3%。自 1993 年后，福建省第一产业的

产值比重下降，由 1993 年的 22. 8%下降至 2018 年

的 6. 7%; 第二产业则呈稳步上升态势后到 2014 年

开始呈现下降态势，但产值比率仍然维持在 40%以

上; 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则在 34% ～ 45%之间，总

体呈现不断上升态势 ( 见表 1) 。2019 年 《福建统

计年鉴》显示，2018 年福建省的 GDP 总值为
35 804. 0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 2 379. 82 亿元，占

比 6. 7%; 第二产业为 17 232. 36 亿元，占比
48. 1%; 第三产业为 16 191. 86 亿元，占比 45. 2%。

总体上，福建省仍未能突破 “二三一”的产业发展

格局。

表 1 福建省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
Tab. 1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Fujian Province

年份
第一产业
比重

第二产业
比重

第三产业
比重

1993 22. 8 40. 9 36. 3

1994 22. 1 43. 8 34. 1

1995 22. 2 42. 1 35. 7

1996 21. 7 41. 3 37. 0

1997 20. 1 42. 3 37. 6

1998 19. 4 42. 2 38. 4

1999 18. 4 42. 0 39. 6

2000 16. 7 43. 3 40. 0

2001 16. 0 44. 3 39. 7

2002 14. 9 45. 6 39. 5

2003 13. 9 47. 0 39. 1

2004 13. 6 48. 1 38. 3

2005 12. 4 48. 6 39. 0

年份
第一产业
比重

第二产业
比重

第三产业
比重

2006 11. 3 48. 7 40. 0

2007 10. 8 48. 4 40. 8

2008 10. 7 49. 1 40. 2

2009 9. 6 49. 1 41. 3

2010 9. 3 51. 0 39. 7

2011 9. 2 51. 6 39. 2

2012 9. 0 51. 7 39. 3

2013 8. 6 51. 8 39. 6

2014 8. 4 52. 0 39. 6

2015 8. 1 50. 3 41. 6

2016 8. 3 48. 5 43. 2

2017 6. 9 47. 7 45. 4

2018 6. 7 48. 1 45. 2

注: 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 2019) 。

在第二产业内部，2018 年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为 14 183. 20亿元，比上年增长 8. 9%; 全年全社会
建筑业增加值为 3 080. 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 6%。

其中，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制造等三大
主导产业产值增加值增长 8. 3%，对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贡献率高达 45%。近年来，福建省第二产
业结构的一大突出之点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食
品加工制造业、纺织业、服装制造业、烟草加工业
等都市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竞争力，

成为福建省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纺织业产值增加值高达
698. 01亿元，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值增加值达到了
647. 94亿元［9］。可见，新兴都市型工业快速拉动了

福建省工业 GDP 总值的增长，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福
建省工业结构的合理化。但周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
都市圈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与福建省相似，并且较为
发达，给福建省工业发展造成了竞争压力，对福建
省的经济增长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此外，福建省
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发展速度加快，产值比重在逐
年增加，但在整个福建省的工业产值中占比还很低，

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不利于福建省产业结构
的升级。

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福建省主要是以服务
业为主。2018年批发零售业在福建省服务业中占比
最大，为 16%，占地区 GDP 总值的 7. 3%; 金融业
完成产值达 2 188. 01 亿元，占福建省服务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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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占地区 GDP 总值的 6. 1%; 交通运输等产
业占服务业比重为 12. 3%，占地区 GDP 总值的
5. 6%; 房地产业完成产值为 1922. 75 亿元，占服务
业比重为 11. 9%，占地区 GDP 总值的 5. 4% ( 见表
2) 。可以发现，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中，批发零售
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这四者产值占
GDP 比值最大，合计大约占第三产业 GDP 总值的
53. 7%，成为拉动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的主要贡献力
量。近几年来，福建省商贸流通业和租赁产业发展
速度较快，2017年 GDP 占比达到了 4. 3%; 计算机

信息、软件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产值占比在 2% ～
3%之间波动; 教育、研究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高，

文化娱乐服务业创造的产值也偏低，较其他地区来
说发展偏落后，在第三产业中的地位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由此可见，第三产业的内部发展结构存在一
定的不协调和不平衡性，传统服务业的占比较高，

占用较多的生产资源，但进步空间小，逐渐出现饱
和态势; 诸如文化娱乐、计算机软件服务业等现代
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技术知
识力量薄弱，经济型人才欠缺。

表 2 福建省服务业的内部产值结构比重 /%
Tab. 2 The internal output structure of service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交通运输等 6. 8 5. 9 5. 9 5. 9 5. 6

信息、软件服务 2. 8 2. 3 2. 4 2. 4 －

批发和零售业 8. 7 8. 9 7. 7 7. 8 7. 3

住宿和餐饮业 1. 8 1. 8 1. 5 1. 4 －

金融业 2. 8 5. 2 6. 5 6. 4 6. 1

房地产业 5. 1 4. 6 4. 6 5. 5 5. 4

租赁、商务 1. 3 1. 6 3. 8 4. 3 －

研究服务业 0. 6 0. 7 0. 9 1. 1 －

水利、环境等 0. 3 0. 3 0. 3 0. 3 －

居民服务等 1. 7 1. 8 2. 2 0. 3 －

教育 2. 6 1. 8 2. 2 2. 1 －

卫生、福利业等 1. 6 1. 4 1. 6 1. 7 －

文化、娱乐等 0. 7 0. 8 1. 3 1. 7 －

社会组织等 2. 6 2. 4 2. 1 2. 2 －

注: 数据来源于历年《福建统计年鉴》，其中 2018年部分行业数据缺失。

三、福建省税收结构的特征
( 一) 税种结构分析
根据《福建统计年鉴》数据，2018 年福建省地

方财政收入为 30 074 087 万元。其中增值税税收收
入 8 387 410万元，占总收入比例为 27. 89%; 企业
所得税税收收入 4 117 518 万元，占比 13. 69%; 个
人所得税税收收入 1 780 418万元，占比 5. 92%。从
历史数据看，2014－2018年福建省增值税、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所占比值较大。但自 2016 年起，营业税
的比重大幅下降，这是由于国家全面实施营改增政
策，很多行业都被纳入增值税的纳税范围内，营业
税的征收范围极大地被削减，导致近两年营业税总

量降低。在这 4 年内，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
比重并不高，均低于 10%，并且国家推行了 “提高
个人所得税的标准”的税收政策，国家的税收逐渐
由个人为主转向以企业为主。同时其他的如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收比例呈现上升趋势。2016 年
7月 1日财政部全面正式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了
资源税征收范围。福建省的资源税税收收入 2016 年
为 92 544万元，2017 年为 98 863 万元，2018 年增
加到 122 227 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从 2014 年的
1 013 014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 256 766 万元，说
明国家越来越注重自然环境的消费和投资。从侧面
说明，我国的税收种类越来越多，福建省也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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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的税收结构。
( 二) 税收产业结构分析
福建省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从 2005 年的

12. 4 ∶48. 6∶ 39 调整为 2017 年的 6. 9∶ 47. 7∶
45. 4。产业结构决定税源构成，第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提高，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值也不断攀
升。据 2006 － 2018 年 《中国税务年鉴》数据，
2005－2017 年第二产业税收收入由 373. 48 亿元增加
到 1 451亿元，增长了 3. 9 倍，年均增长率为 12%。

如图 1所示，第二产业的税收贡献值虽在增加，但

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由 64%下降
到 46%。第三产业税收收入由 2005年的 212亿元增
加到 2017年的 1 704亿元，增长了 8. 03倍，年均增
长速度为 18. 95%，第三产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呈
上升趋势，由 36%逐渐上升到 54%，超过了第二产
业。第一产业的税收负担远远小于第二、第三产业。
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后，12 年间第一产业对
福建省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均不到 1%，2017 年不到
0. 15% 。

图 1 福建省三次产业的税收贡献率
Fig. 1 Contribution rate of tax revenue of three major industries in Fujian Province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年鉴》 ( 2005－2018) 。

( 三) 税收行业结构分析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 ( 2018) 的统计数据，

从各行业税收贡献率看，2005－2017 年制造业、房

地产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对拉动福建
省税收增长的贡献最大，其中 2017年这五大行业对
福建省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 35. 8%、18. 4%、

11. 7%、8. 7%、6. 4%。制造业是福建省税收收入的
最主要来源，福建省制造业缴纳税收收入从 2005 年
的 273. 2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 1 128. 57亿元，年均

贡献率为 12. 55%，制造业的税收贡献值虽在增加，

但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由 2005 年
的 50. 59%下降到 2017 年的 35. 8%，年平均下降
1. 23个百分点; 房地产行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增
长最快，从 2005 年的 47. 85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80. 54亿元，年均增长了 23. 12%。在全行业中，

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
是税收增量的重要来源，2017 年这五大行业占全省

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高达 81%。

四、福建省税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分析

( 一) 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负担的互动关系
为了更好地研究经济增长、税收负担及产业结

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引入以下三个评价指标:

( 1) 产业税收弹性系数，用来反映税收与国民收入
之间的关系，量化福建省各个产业的税务负担大小，

用税收增速除以国民收入增速; ( 2) 产业税负，是

指政府依据税法规定进行征税，由此对企业增长造
成的经济负担，是国家税收所反映的经济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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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表现方面; ( 3) 税收协调系数，是指产业税

收贡献与经济贡献的协调水平，用来衡量该行业目

前税收的发展情况。各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产业

税收弹性系数 = ( 产业税收增长率 /产业 GDP 增长

率) ×100%; 产业税负=产业税收收入 /产业增加值
×100%; 税收协调系数=产业税收贡献率 /产业 GDP

比重。

产业税负值大小取决于各国的税收政策，一般

而言，产业税负值越大，企业的税收压力越大，说

明此时的税收政策需要优化和进一步改进。税收弹

性系数理论取值为 0 ～ 1 之间，但一般认为在 0. 8 ～

1. 2之间都是合理的。当弹性系数大于 1 时，说明

此时产业税收的增长率大于产业 GDP 增长率，该行

业的税收压力较大，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来调整

税收政策。税收协调系数能反映出产业的税收水平

和经济水平的协调程度。当税收协调系数等于 1 时，

说明产业的税收贡献和经济贡献存在协调性，税收

贡献与产值贡献是同步的; 当协调系数远大于 1 或

小于 1 时，说明产业税收贡献与经济贡献不协调，

这可能是由于不合理的税收政策造成，也可能是政

府采取主动的税收调控政策来刺激引导产业发展，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通过表 3 的数据，结合税负、税收弹性指数、

协调指数三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

1. 第一产业。从产业税负看，2013－2017 五年

间第一产业税负平均值为 0. 21%，远低于第二、三

产业税负水平，说明福建省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扶持

力度较大，政策效应明显。从税收弹性系数看，五

年间第一产业平均税收弹性系数高达 4. 44，说明第

一产业税收增速超过了产值增速，税负有加重的趋

势，但不能就此认为福建省对第一产业扶持力度减

弱，主要是因为福建省近年来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趋势加速，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田园综

合体、农村电商等一大批新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

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导致第一产业的宏观税负有加

重的趋势。从税收协调系数看，由于福建省对农业

发展持续的扶持力度，农业税减免后农业税收贡献

率始终较低，因此第一产业税收协调系数平均只

有 0. 02。

2. 第二产业。从产业税负看，2013－2017 五年

间福建省第二产业税负的平均值为 10. 88%，这一税

负水平总体而言比较合理，比第三产业税负水平略

低。从税收弹性系数看，福建省第二产业税收弹性

系数平均值仅为 0. 18，税收增速远低于 GDP 增速，

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税收弹性系数值本身波动

较大，尤其是 2016 年第二产业税收弹性系数成负

值，大大拉低了税收弹性平均值; 另一方面与近年

来持续实施的减税降费措施、扶持工业制造业发展

政策有关，尤其是近年来福建省对智能制造、绿色

制造等高端制造业实施较大的税收优惠力度，使得

第二产业总体税收增速低于产值增速。从协调系数

看，五年间第二产业税收协调系数平均为 0. 97，其

税收贡献率与产值比重总体比较协调，而且数值比

较平稳，说明政府对于第二产业企业税收政策总体

把控较为合理。

3. 第三产业。从产业税负看，2013－2017 五年

间福建省第三产业税负的平均值为 13. 7%，是三大

产业中最高的，比第二产业高出将近三个百分点，

说明当前福建省第三产业税收贡献在不断扩大。图
1数据显示，2015 年后福建省第三产业税收贡献率

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福建省最主要的税收收入来

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更有助于拓宽税源收入。从

税收弹性系数看，第三产业税收弹性系数也不高，

2013－2017五年间平均值为 0. 78，说明第三产业的

税收增速也低于其产值增速。当然，除了第一产业

由于产业融合引发税负增加之外，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税收弹性系数都小于 1，也充分说明近年来福

建省减税降费、涵养税源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税源发展有较大的潜力。从税收协调系数看，第三

产业的平均值为 1. 22，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再一次说明了第三产业的税收贡献超过了其自身的

产值比重，第三产业的发展更有利于福建省税收收

入的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

金融业、房地产业均属于税负较高的行业，对税收

的贡献大，特别是最近几年房地产行业发展迅猛，

经济增加值大幅提高，推进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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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2017年福建省三大产业税负、弹性和协调系数
Tab. 3 Tax burden，elasticity and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 of three major industries in Fujian from 2013 to 2017

注: 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2019年《中国税务年鉴》暂未出，所以数据只取到 2017年。

( 二) 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分析

福建省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税

收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根据 《福建

统计年鉴》数据，2018 年福建省实现生产总值
35 804. 04亿元，比上年增长 8. 3%; 福建省地方级

税收收入2 235亿元，比上年增长 9. 2%。显然，经

济增长会提高地区的税收应缴纳额，从而促进地区

税收收入增长。此外，2014－2018 年增值税、营业

税和企业所得税是福建省税收的主要组成部分，而

福建省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占主

导、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极大

促进了工业、服务业企业的发展，其中新兴工业制

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服务业企业利润较高，

并且税负水平相对较高，使得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契税等税收得到了极大增长，推动了

整体税收收入的增长，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可

以推动税收增长。其次，我国近年来致力于推行营

改增政策，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减轻了企业的

税收负担，提高了企业利润，使得企业所得税的应

纳税额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对福建省整体税收的

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福建省的产业结构与税

收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产业间和行业间税负

水平不均，导致了整体税收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

性，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一些困难。为促进福建省

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 一)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是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加快发展智能制

造等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目前，福建

省第二产业中的主导产业对工业 GDP 有着重要影

响，但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竞争力较弱。同时，

高新技术产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产业的转型。福建

省应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支柱产业的发展，

提高产业整体实力，做大做强第二产业是福建省现

阶段的一大任务。二是加快以金融、旅游、房地产、

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第三产业内部，以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为主的传

统服务业占比较高，发展趋于饱和，进步空间较小;

而像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相对落后，作为税源

收入相对较高的这些行业，应该加大扶持力度，推

动其产值增长。

( 二) 完善税收政策，建立有弹性的税收优惠

体系

发挥税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加大对

通讯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新能源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等发展速度

较慢的新兴产业的税收扶持力度，制定更完善的税

收优惠政策。同时，针对第二、三产业各行业间税

负差别较大的情况，建立更为灵活的产业税收政策。

适当降低第三产业的税负水平，减轻税收压力，推

动其加速发展; 推进第二产业的差别税率，使得税

收结构适应行业增长速度，税负水平与 GDP 贡献率

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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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培养经济型人才、知识型人才、技术型

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由于高新技术力量薄弱、创新能力较低，福建

省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

务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人才匮乏。

因此，福建省应该建立知识技术并存的团队，加快

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以推动现代高新产业的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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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ax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Fujian Province

CAI Qiuyu

(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Fujian Province has been optimized in recent years，bu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s still in the pattern of " Two－Three－One" . The tax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in

Fujian declined，while tha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creased rapidly and surpassed that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

2015.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and tax data of Fujian Province，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ax structure of Fujian Province through the tax burden index，tax elasticity and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jian province should accelerat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adjust the tax policy，improve the tax system and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ax structure.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tax structur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杨成平)

62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19年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