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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税收贡献度不足原因探析 

——以景德镇为例 

张淑珍*1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私营企业经济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

色越来越重要，对活跃地方经济、增加劳动就业、优化产业结构起着促进作用，然而部分中部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

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对地方税收贡献捉襟见肘。本文通过对景德镇市私营企业税收情况的调查，探析私营企业税收

贡献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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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德镇市私营企业税收现状 

（一）私营企业税收占比低且持续下降，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 

2011年至 2015年，景德镇市私营企业税收占全市税收比重持续下降，由 2011 年的 5.69%下降至 2015 年的 3.39%，每年落

后于全省私营企业税收占比 5个百分点以上，与全省平均水平比较，差距呈扩大态势（如图 1）。景德镇市私营企业税收不仅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横向对比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这三城市私营企业实现地方税收的占比均接近于或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分别高于景德镇市 17.55、12.69、2.36 个百分点。相比较个体经营，个体经营税收占比是私营企业税收占比四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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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私营企业税收占比 

 

图 2 景德镇市 GDP、地方税收及私营企业税收增速 

（二）私营企业税收增速先升后降，与经济形势有所背离 

2015 年，景德镇市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6%，增速连续 5 年下滑，期间税收增速同步下滑，由 2011 年的 67.9%下降至

2015 年的 9.22%。2011年至 2015年景德镇市私营企业税收增速呈“Λ”字型走势，2014年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点 4.86%，2015

年增速高位回落，同比下降 7.05%，较 2014年回落 11.9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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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要企业类型税收贡献情况 

（三）私营企业税收贡献率多为负数，拖累税收增长 

2011 年以来，景德镇市税收稳步增长，5 年内增长近 2 倍，由 2011 年的 57.66 亿元升至 2015 年的 91.93 亿元。反观私

营企业税收收入，不升反降，由 2011 年的 3.28 亿元降至 2015 年的 3.08 亿元。私营企业税收对税收增长贡献率在正负 3%区间

内浮动，除了 2014 年为 1.51%外，其他年份均为负数，2015 年贡献率最低，为-3%。相较于国有企业、股份公司等其他主要类

型企业，私营企业税收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税收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盈利能力下降，私营企业所得税出现负增长 

近三年，私营企业所得税连续下降，分别为 5852 万元、4713 万元、4451 万元。私营企业各类税收多数为负增长，其中与

企业盈利能力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增速下滑显著，由 2012 年的 81.21%下降至 2015 年的-19.46%，虽然 2015 年私营企业所得

税降幅收窄了 13.9个百分点，但仍为负增长，同比下降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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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企业所得税收入及增速 

二、私营企业税收贡献度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规模较小，私营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偏低 

私营企业总体规模偏小，2015 年，景德镇市私营企业共 856 户，仅占登记总户数的 3.19%，实现税收 30837 万元，仅占地

方税收收入 3.35%，无论是私营企业户数还是实现税收收入情况，在全省均处于低水平。2011年至 2015 年，全市税收实现稳步

增长，但私营企业实现税收不增反降，2015 年，私营企业税收增长率落后于全市税收增长率 16.27 个百分点。近五年，私营企

业税收规模逐年缩小，2015 年，仅占全市税收总额的 3.39%，近五年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差距逐渐呈扩大趋势。从近五年

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来看，私营企业税收占比也是逐年下降。可见，私营企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并未给地方税收增收产生积

极意义，制约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二）企业类型认定偏差，私营经济真实情况反映不实 

私营企业是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私营企业下游紧接个体工商户，

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两者主要区别在于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数达到 8 人即登记为私营企业。对于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

由于工商登记环节没有严格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区分，而税务登记环节普遍依赖工商登记情况，未能及时审核纠正，使得

私营企业登记失真。近五年，个体经营登记户数普遍偏高，平均差距 6489 户，2015年差距最大达到 15107 户，实现税收差距呈

逐年扩大趋势，2015年达到 137687万元。部分私营企业认定为个体经营，有申报者自身申报不实、工商税务等部门审核不准等

主观原因，也有国家对私企和个体工商户在税收征管、税率等实行差异化管理的客观因素，从而造成由于经济类型不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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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标准不同，会产生税收漏征的现象，无法准确反映私营经济真实情况。 

（三）政策环境欠缺，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政策环境总体上一直倾向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重视程度不够，政府对私营经济扶持力度一直弱于其他经济体。

2014 年，景德镇市委、市政府为提振经济推出的“三大战役”战略目标，从拓展城市建设、工业攻坚到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

对景德镇未来三年的经济建设勾勒出蓝图，但私营经济却在蓝图之外。虽然政府也制定了不少利于私营企业的优惠政策，但申

请要求诸多，审批流程繁杂，信息传达不畅，在执行时存在一些问题，无法达到政策制定的目的所在，私营企业无法及时享受

到优惠政策带来的实惠，同时他们还担心政策时效性，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使其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

比如景德镇市私营经济中符合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陶瓷小作坊不在少数，但从统计情况显示却不到 200 户。 

（四）实体经济疲软，削弱私营企业盈利能力 

景德镇市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五年下降，2015年降至最低位8.6%，在经济下行、结构调整环境下，资本市场兴起，实体经济

疲软，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小微企业，而景德镇市私营企业又多为小微企业，普遍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同时生产要素成

本上升，无疑让私营企业雪上加霜。2013年以来，反映私营企业利润水平的企业所得税收入逐年下降，2015年，景德镇市私营

企业所得税收入4451万元，较2013年减少1401万元。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也出现了大幅下降，私营企业增值税从2011年的24731万

元下降至2015年的14457万元，下降了近四成，说明私营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动力不足。 

（五）私营经济分散，加大税收征管难度 

私营企业的形成一方面是个体户财富逐渐积累而成立的企业，另一方面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逐渐转化而成。由于历史因素，

景德镇市私营企业以十大瓷厂为主国有经济改制后，形成工序复杂的链条式分工合作经营模式和家庭作坊式经营模式为主，企

业不上规模且分散，艺术品价格难以核定，企业建账不完善，现金交易多，资金流难以控制，给税收监管带来了较大难度，大

部分私营企业只能通过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或以票控税征收企业所得税，造成了私营企业税收流失比较严重。 

三、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深化信息管税，建立社会综合治税格局 

加强各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依托乡镇、街道、社区及政府各级部门分区域掌握纳税人的状态、相关信息及新增变化情况，

同时充分运用“第三方信息交换平台”，采集企业产值、用电量、银行资金流、运输费用、工资支出等指标，把分析比对结果

与税务管理相结合，推进涉税信息管控，拓宽税收监管覆盖面，深度挖掘税源潜力，不断完善社会综合治税新格局，进一步提

升税收征管力度，防止税收流失。 

（二）转变政府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环境 

私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政府应加快职能的真正转变，由过去的“管理者”

向“服务者”进行转变，不断完善各项企业服务措施，继续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同时，建立健全私营企业服务体系，

搭建私营企业服务平台，加强私营企业与政府的沟通，畅通政府各类政策传导。 

（三）规范市场秩序，引导私营经济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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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出发，企业不论性质和大小，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优惠政策等方面应一视同仁，平

等对待。要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及行政性垄断，鼓励和引导私营企业投资范围拓展到各行各业。同时还要坚持量的扩

张与质的提高并举，促进私营经济从分散小规模经营向工业园集约化经营转变，建立相应私营经济协会，为私营经济协作提供

帮助，促使私营企业向规模化、现代化、规范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