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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税局 

以“六化”管“五税”积极服务省城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建设 
 

2017年以来，县地税局积极应对“营改增”后缺乏主体税种

以及国家结构性减税等对地税收入的影响，主动作为、提升站位，

靠前谋划、细致研究，努力探索地税收入增长突破口。由县地税

局创新实施的“六化”税收征管模式，有效提升税收管理水平，

得到了省、市地税局领导的高度认可，并作为典型经验在全省介

绍推广。 

一、基本动因及主要思考 

（一）“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地税缺少了主体税种，将“五

税”培育成新的主力税种已迫在眉睫。“五税”是指房产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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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具备“地方税”

和“主体”两大参考特征和天然优势，有望成为地税新的主力税

种。一是课税对象稳定。“五税”主要是不动产，具有稳定性和

不可移动性，税收收入稳定可靠，不会因环境影响发生周期性波

动。二是税基宽厚。“五税”征税范围广泛，在地税税收收入中

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三是成长性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

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随着房地产税立法的推进

和实施，未来“五税”的税源基础将更为可靠。 

（二）因地税机关征管力量有限，“五税”征管难度普遍较

大，实施“六化”管理措施，促进精准化、差别化管理十分必要。

在传统粗放式征管模式下，税务机关以管户为主体，服务主体既

有单位纳税人又有个体纳税人和自然人，服务环节既包括税务登

记、纳税申报、税款缴纳，还包括纳税评估和税务检查。税务人

员需要提供全流程、无差别式服务，服务管理过于粗放，从而造

成了税收征管资源的相对浪费。加之基层税务机关征管力量有

限，管户众多，促使执法风险日益增长。因此，建立以风险管理

为导向、以税源管理为核心的“六化”综合管理措施，将有助于

征管资源发挥最大的征管效能。 

（三）紧跟上级要求，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全面贯彻落实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的税收政策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加快推进产业

转档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为地税工作如何找准定位、跟进服务

指明方向。因此，县地税局提前谋划，在崔寨街道设立“新旧动

能转换地税服务点”，强化宣传、全程服务。同步研究“五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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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既向管理要税收，又要全面落实好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助力全县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二、以“六化”措施抓“五税”政策落实的主要做法 

（一）税种管理源头化。为防止源头管理缺位造成无法挽回

的损失，“五税”管理主要在契税缴纳、确权登记、税源数据交

换等初始环节做足文章。一是把好税务登记关。通过国地税联合

办税大厅信息传递，强化税源信息的采集补录，确保税收数据准

确性、完整性，强化数据影像系统应用，将税源信息录入电子影

像系统，实行痕迹化管理。二是以耕契两税为抓手。由纳税服务

中心牵头汇总搜集农用地转用、土地招拍挂等重要涉税信息，及

时将涉税信息传递到各管理单位，做好登记备案、增值利用工作。

三是夯实数据基础。按照统一标准规范，采集内部征管系统和外

部第三方信息，与“金三”系统中的申报数据逐户比对、核实，

厘清房产、土地底数，建立《房产土地税收税源管理台账》。四

是推进“以地控税、以税节地”工作。加强与财政、房管、土管

部门的协作机制，建立房产土地取得、变更、租售等方面信息动

态共享机制和税源数据交流机制，每月定期进行涉税信息交换，

不断完善“五税”基础税源数据。 

（二）税源掌控分级化。以管好重点企业、抓住一般企业为

切入点，按照税源规模、风险高低、行业特征等标准，科学划分

重点税源企业和一般税源企业，实行分规模、分行业、分税种为

重点的分类分级式管理。针对重点税源管户，在督促管理单位建

立税源管理分类台账基础上，准确收集纳税户基本涉税信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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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纳税人鉴定税种及应税财产信息情况，使管理者对重点税源新

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成立高风险事项专业化管理团队，上

收重点税源企业重大涉税事项管理权限，由管理团队进行政策辅

导和重大涉税事项应对，推动“单兵作战”转向“团队作业”，

全面封堵重点税源企业涉税风险漏洞。 

（三）风险应对系统化。在“五税”风险管理上，牢固树立

系统思维意识，系统上下多部门分工负责、互通合作。税源管理

部门负责分析重点税收风险领域和风险特征，管理部门、稽查部

门分别负责应对中低等风险、高等风险，法规税政部门复审复核

风险应对情况。各职能部门横向互通，完善风险管理链条，形成

对税收风险的闭环管理。此外，通过获取房管、国土等部门历史

信息数据，结合近三年企业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缴纳情

况，将注销、非正常管理作为重点，查找风险点，并对风险应对

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过程跟踪和应对分析。 

（四）税收分析基础化。以提升税收分析精准度为着眼点，

重点依托“金三”系统、执法 360 系统等综合信息平台，对“五

税”税源、收入的增减变动进行细化分析，对各重点税源企业的

季度收入变化数据进行深度剖析，通过查找、总结、分析税源增

减变动原因，为税收征管提供基础数据。同时，结合第三方信息

进行比对分析，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经营发展等维度为纳税

人精准“画像”，精准扫描涉税风险，奠定各职能部门分级分类

掌控税源、系统化应对涉税风险的坚实数据支撑。 

（五）政策落实精准化。以精准落实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



 

 
5 

设施用地等税收优惠政策为契机，助力省会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建设。一方面，实地核查、实地调研，搜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

政策执行情况等一手资料，组织开展企业优惠政策落实座谈会、

培训会，使更多的纳税人了解优惠政策，尽享政策红利。另一方

面，加快“放管服”改革步伐，做好国家税务总局及地方政府取

消、下放和调整的审批事项的衔接落实，简化优化公共服务事项，

规范行政审批流程，公布行政审批目录和办税指南，推行涉税事

项前移，提高行政职权运行的规范化水平。此外，在营造优惠政

策精准落实的浓厚舆论氛围上下足功夫，充分利用《新济阳》、

济阳地税微信群、QQ群和办税服务厅公告栏等载体，广泛、深入

地宣传改制重组税收优惠、物流企业税收优惠、安置残疾人企业

税收优惠等政策内容、办税流程、备案要求等。 

（六）管理手段重点化。一是抓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

首次申报管理，加大强制执行力度。针对重点税源管户，通过加

强申报期税源监控，进一步明确纳税人首次申报时限，将纳税人

申报情况与税源管理情况相挂钩，及时登记处理逾期申报、未申

报情况。以首次出现未按规定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临界点，纳入

重点监控范围，升级税源管理监控手段。对不能限期改正的坚决

采取查封银行账户等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不留两税管理后患。

2016年以来，通过强化企业首次申报管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

产税管理上有效解决了沉欠、杜绝了新欠。二是加强部门横向联

动，开展“税源清查行动”。2016年，试点开展“税源清查行动”，

建立由政府牵头、地税主导，工商、安监、国土、公安等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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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配合的工作体系，成立税源清查小组，扎实开展了税源清查

工作。工作中清查一户，规范一户。历时两个月，发现问题户 67

户，累计查补税款 160余万元。2017 年，在全局推广“税源清查

行动”，县局层面成立主力税源清查组，加强各职能科室横向联

动，充分发挥税收分析、纳税评估对税源清查的指向性作用。同

时，以税源清查成果修正历史征管数据，促进纳税评估、税收分

析水平的提高。 

三、取得的主要成效 

通过实施“六化”措施，逐步培育“五税”成为新的主力税

种，有效保持了“营改增”后地方收入的稳步增长，也促进税法

遵从度的提升和企业转型升级。 

（一）“五税”收入显著增长。“六化”措施实施以来，“五

税”收入逐年增加。2015年度，“五税”入库 2.61亿元，占地税

总收入的 24.48%；2016 年度“五税”入库 2.74亿元，占地税总

收入的 27.83%；2017 年 1-10 月“五税”入库 3.48 亿元，占地

税总收入的 36.62%，实现税额和比重“双增加”。 

（二）税法遵从度明显提高。通过实施“六化”管理措施，

进一步加大了对拒不申报和虚假申报的打击力度和震慑力度，强

化了税收风险防控，防范执法风险，使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明显

提高。截至目前，已清理核查 97户企业，入库城镇土地使用税

和房产税及滞纳金 789万元，其他各项税款及滞纳金 2721万元。

另外，通过第三方信息增值利用，查补“五税”税款 274 万元。 

（三）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实施“六化”管理措施，



 

 
7 

进一步释放“税收助力企业发展”的政策红利。2017 年 1-10月，

共减免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 192万

元，保障物流企业资金链的畅通，为其长足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县地税局 王桥政 刘辉 苗朋） 

 

                      

 

 

 

 

 

 

 

 

 

 

 

 

 

送：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济北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县政府副县长 

发：县直各部门、各镇（街道） 

签发：刘斌             审核：张桂云          编辑：卢晓 

联系人：张桂云 联系方式：84232793 邮箱：xzfxxk@163.com 微信号：17805319822 

mailto:xzfxxk@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