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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x is the main form of revenue in our country, affec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We 
build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carry on stepwise regression by analyzing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tax revenue growth. At last, we obtain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tax 
revenue of Hunan province, and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ax on the financi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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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进

行分析，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并进行逐步回归，从而得出影响湖南省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了解税

收对于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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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惊人，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就湖南省而言，1978 年湖南省财政收入为 27.98 亿元，2014 年增加到了 2262.79 亿元，翻了近

81番；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湖南省的税收收入从1978年的17.17亿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1438.52
亿元[1]。税收主要目的是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

非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最

主要的形式。同时，自 1994 年以来，我国进行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以及后来的营业税改增值税，通过税

收制度改革的不断完善，为国家财政收入持续的增加、国家宏观能力调控的增强、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 [3] [4]。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之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政

府统一全国税政，稳固了国家财政，为后来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过

渡阶段，为三大改造的逐步实现，对税收进行了“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加速了国有经济

的发展；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为一些历史原因，税收发挥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机制，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税

收作用日益扩大；而后在市场经济下，税收起到了组织财政收入、配置资源、调节需求总量、调节经济

结构、调节收入分配、保护国家权益、以及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故而，税收对于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

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聚焦于湖南省，以税收收入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地区税收收入的增长因

素，为税收促进财政收入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提供建议。 

2. 湖南省税收收入的现状 

2.1. 税收与财政收入的关系 

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了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

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退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等；而非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包
含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行政事业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专项收入、其他收

入、上划中央“两税”收入(即增值税和消费税)、上划中央所得税、其他收入、公共财政收入等。表 1
是湖南省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情况数据，本文的数据选自于《湖南省统计年鉴 2015》。 

由表 1 可知，近年来，湖南省经济发展较快，财政收入作为地方经济的缩影持续增长，而税收收入

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所占比例下降，但是总体还是呈现向上增长的趋势，以 2014
年为例，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 64% (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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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inancial Revenue of Hunan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4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1. 1978~2014 年湖南省财政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财政 
收入 

非税 
收入 

各项 
税收 

税收占财政收

入的百分比 年份 财政 
收入 

非税 
收入 

各项 
税收 

税收占财政收

入的百分比 

1978 27.98 9.68 17.17 61.37% 1997 137.16 2.72 105.75 77.10% 

1979 28.63 - - - 1998 156.77 3.63 102.95 65.67% 

1980 29.86 9.58 19.53 65.41% 1999 166.50 6.04 105.50 63.36% 

1981 31.40 - - - 2000 177.04 8.60 111.57 63.02% 

1982 30.33 5.11 24.48 80.71% 2001 205.41 19.35 124.45 60.59% 

1983 29.27 2.25 26.16 89.37% 2002 231.15 14.16 148.61 64.29% 

1984 32.85 2.74 29.12 88.65% 2003 268.65 14.69 173.15 64.45% 

1985 39.19 1.61 36.83 93.98% 2004 320.63 21.99 218.70 68.21% 

1986 47.65 4.08 42.26 88.69% 2005 395.27 32.67 267.87 67.77% 

1987 54.38 4.37 48.36 88.93% 2006 477.93 155.19 322.74 67.53% 

1988 56.54 −0.47 54.25 95.95% 2007 606.55 195.89 410.66 67.70% 

1989 68.86 −1.48 64.88 94.22% 2008 722.71 236.40 486.31 67.29% 

1990 70.07 −3.70 67.33 96.09% 2009 847.62 279.34 568.27 67.04% 

1991 80.52 −0.91 74.14 92.08% 2010 1081.69 350.85 730.84 67.56% 

1992 92.78 −0.78 84.90 91.51% 2011 1517.07 601.67 915.40 60.34% 

1993 127.56 −0.66 116.31 91.18% 2012 1782.16 671.42 1110.74 62.33% 

1994 85.89 2.70 65.04 75.72% 2013 2030.88 731.73 1299.15 63.97% 

1995 108.16 2.74 78.05 72.16% 2014 2262.79 824.27 1438.52 63.57% 

1996 130.36 2.30 88.00 67.51%      

 

 
Figure 1. Proportion of Hunan Provincial Fiscal Rev-
enue in 2014 
图 1. 2014 年湖南省财政收入比例 

2.2. 构建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我们主要从经济因素和国家政策因素对税收收入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数据的

细分筛选，最终选定以下变量：人均 GDP，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批

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年末在岗职工数。其中这里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是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

及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这里的年末在岗职工数主要指国有经济、城

镇集体经济、其他经济类型的年末在岗职工。选取了这 10 个变量，我们对其分别用不同的符号定义，如

表 2 所示： 

非税收入

36%

税收收入

64%

2014年湖南省财政收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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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ymbolic description 
表 2. 符号说明 

y  税收收入 6x  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x  人均 GDP 7x  金融业增加值 

2x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8x  房地产业增加值 

3x  工业增加值 9x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x  建筑业增加值 10x  年末在岗职工数 

5x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iβ  各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 ( )0, ,10i = 
 

3. 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模型框架 

通过对统计年鉴数据的筛选，我们之前已经选择了十个因素作为主要变量，可得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y x x x x x x x x x x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其中 ( )0,1, ,10i iβ =  是 11 个未知参数，称 0β 为回归常数， ( )1,2, ,10i iβ =  被称为回归系数，称 y 为被

解释变量(因变量)， ( )1,2, ,10ix i =  是 10 个可以精确测量并控制的一般变量，被称为解释变量(自变量)。 
将所需数据录入 SPSS 后，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逐步回归的基本思想是有进有出。具体做法是

将变量一个一个引入，每引入一个自变量后，对已选入的变量要进行逐个检验，当原引入的变量由于后

面变量的引入而变得不再显著时，要将其剔除。引入一个变量或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一个变量，为逐步回

归的一步，每一步都要进行 F 检验，以确保每次引入新的变量之前回归方程中只包含显著的变量。这个

过程反复进行，知道既无显著的自变量选入回归方程，也无不显著的自变量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为止。保

证最后所得的回归子集是最优回归子集。 

3.2. 检验原理 

在求出线性回归方程后，还需对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主要包

括两种统计方法，一种是回归方程显著性的 F 检验，F 检验主要是看自变量 1 2 3 4 5 6 7 8x x x x x x x x、 、 、 、 、 、 、 、

9 10x x、 从整体上对随机变量 y 是否有明显的影响，即在 SPSS 软件分析结果的方差分析表中，所得的 P
值小于所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值即可，本文中，我们给定 0.05α = ；然而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回归

方程显著并不意味着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显著，因此，我们介绍另外一种统计检验方法，即回归系数

显著性的 t 检验，同样的，我们是根据 SPSS 软件分析结果的系数表中，所得的 P 值小于显著性水平α 值

来筛选因变量。 
同时，我们还需衡量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拟合优度用于检验回归方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优度。

我们定义样本的决定系数为： 

2 1SSR SSER
SST SST

= = − ， 

这里的 SSR 即方差分析表中的回归平方和，SSE 是方差分析表中的残差平方和，SST 是方差分析表中的

总的平方和，并且 SST = SSR + SSE。 
样本决定系数 2R 的取值在[0,1]区间内， 2R 越接近 1，表明回归拟合效果越好； 2R 越接近 0，表明

回归拟合的效果越差。 2R 能更清楚地反映回归拟合的效果，但缺点在于不能作为严格的显著性检验。 
因此，通过以上三种方法的综合，我们才能得到最优子集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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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来源及整理 

通过对《湖南省统计年鉴 2015》数据的筛选，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4 
表 3. 1978~2014 年湖南省各行业发展情况 

年份 
税收收入 

(亿元) 
y  

人均 GDP 
(元) 

1x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亿元) 

2x  

工业增加值 
(亿元) 

3x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4x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亿元) 

5x  

1978 17.17 286 59.83 51.94 7.88 9.71 

1979 - 343 79.40 59.23 9.19 10.85 

1980 19.53 365 81.14 65.31 11.68 11.73 

1981 - 394 93.29 67.19 10.59 13.42 

1982 24.48 430 107.99 71.31 11.20 12.81 

1983 26.16 470 117.79 78.84 14.53 12.56 

1984 29.12 519 128.28 90.79 13.55 15.40 

1985 36.83 626 147.72 110.05 17.03 22.94 

1986 42.26 703 165.28 124.30 19.01 27.60 

1987 48.36 818 187.09 149.67 22.78 34.56 

1988 54.25 999 217.03 190.40 30.88 46.61 

1989 64.88 1074 234.31 212.21 25.94 45.48 

1990 67.33 1228 279.09 220.69 29.29 62.94 

1991 74.14 1357 301.02 242.96 38.99 73.91 

1992 84.90 1595 323.91 284.66 52.51 104.96 

1993 116.31 1997 383.68 399.58 70.47 123.52 

1994 65.04 2630 532.89 499.97 89.75 167.24 

1995 78.05 3359 685.30 658.67 112.00 210.40 

1996 88.00 3963 793.98 790.19 129.87 244.45 

1997 105.75 4420 855.75 903.90 137.89 268.06 

1998 102.95 4667 828.31 960.70 162.38 289.06 

1999 105.50 4933 778.25 1010.53 182.46 311.68 

2000 111.57 5425 784.92 1094.76 198.42 342.30 

2001 124.45 6120 825.73 1180.43 232.39 377.18 

2002 148.61 6734 847.25 1265.72 257.78 416.15 

2003 173.15 7589 886.47 1484.98 292.76 458.07 

2004 218.70 9165 1022.45 1824.11 366.43 590.22 

2005 267.87 10562 1100.65 2195.33 417.24 587.21 

2006 322.74 12139 1272.2 2707.61 479.44 634.69 

2007 410.66 14869 1626.48 3397.69 580.03 771.73 

2008 486.31 18147 1892.40 4310.12 718.81 975.46 

2009 568.27 20428 1969.69 4819.4 867.79 1221.2 

2010 730.84 24719 2325.50 6305.11 1038.08 1434.68 

2011 915.40 29880 2768.03 8122.75 1239.24 1662.34 

2012 1110.74 33480 3004.21 9138.5 1367.92 1849.04 

2013 1299.15 36943 3099.23 10001.00 1564.93 2031.81 

2014 1438.52 40271 3266.89 10749.88 1744.86 22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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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年份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增加值 

(亿元) 

6x  

金融业增加值 
(亿元) 

7x  

房地产业增加值 
(亿元) 

8x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9x  

年末在岗职工数 
(万人) 

10x  

1978 5.91 2.55 2.03 54.84 363.78 

1979 6.47 2.50 2.10 65.20 388.16 

1980 6.77 2.70 2.32 76.77 409.16 

1981 6.93 3.60 3.56 87.24 426.88 

1982 7.61 5.02 3.96 95.39 441.48 

1983 8.16 5.66 5.18 107.36 447.81 

1984 9.30 6.53 5.76 124.36 460.71 

1985 13.23 8.85 7.84 157.47 475.15 

1986 15.00 12.55 7.93 180.61 492.79 

1987 20.13 15.94 8.53 213.81 515.22 

1988 24.12 20.91 9.96 277.71 530.20 

1989 26.81 26.94 11.00 299.74 536.64 

1990 32.27 31.01 16.25 300.95 551.03 

1991 41.68 38.26 17.73 341.80 567.07 

1992 51.29 49.01 20.57 401.17 579.74 

1993 72.71 47.53 26.45 496.55 588.87 

1994 100.30 54.07 34.13 673.14 589.48 

1995 133.71 64.96 44.43 854.48 597.50 

1996 171.14 74.32 64.06 966.74 596.84 

1997 198.66 82.66 75.47 1062.93 597.48 

1998 220.86 85.44 89.28 1148.36 594.16 

1999 246.08 86.57 105.50 1254.31 590.75 

2000 288.16 88.88 131.58 1392.26 580.82 

2001 303.88 91.71 138.41 1541.27 534.22 

2002 333.51 92.43 165.29 1712.33 525.28 

2003 373.27 99.35 186.49 1897.26 500.27 

2004 415.00 118.64 191.50 2162.90 471.07 

2005 386.96 162.37 215.63 2474.33 451.80 

2006 440.96 204.72 254.81 2869.40 450.89 

2007 517.67 260.14 301.80 3419.17 460.03 

2008 624.68 334.32 340.07 4222.17 460.31 

2009 704.83 402.57 400.11 4943.86 474.43 

2010 832.28 463.16 464.21 5952.56 531.00 

2011 948.82 501.09 518.04 7208.99 514.73 

2012 1077.65 579.76 568.52 8318.66 523.27 

2013 1172.31 758.90 642.19 9509.52 554.44 

2014 1257.64 950.04 673.38 10723.45 5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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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实证研究与统计检验 

将数据录入 SPSS 软件，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处理数据，运行结果如下： 
 
Table 4. Input/remove variables 
表 4. 输入/移去的变量 a 

模型 输入的变量 移去的变量 方法 

1 工业增加值 . 步进(准则：F-to-enter 的概率 <= 0.050，F-to-remove 的概率 >= 0.100)。 

2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 步进(准则：F-to-enter 的概率 <= 0.050，F-to-remove 的概率 >= 0.100)。 

3 金融业增加值 . 步进(准则：F-to-enter 的概率 <= 0.050，F-to-remove 的概率 >= 0.100)。 

4 年末在岗职工数 . 步进(准则：F-to-enter 的概率 <= 0.050，F-to-remove 的概率 >= 0.100)。 

a. 因变量：税收。 
 
Table 5. Summary of models 
表 5. 模型汇总 e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0.995a 0.991 0.990 37.431 

2 0.997b 0.995 0.994 28.918 

3 0.999c 0.998 0.997 19.426 

4 0.999d 0.998 0.998 17.641 

a. 预测变量：(常量)，工业增加值。b. 预测变量：(常量)，工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c. 预测变量：(常量)，工业增加值，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d. 预测变量：(常量)，工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年末在岗职工数。

e. 因变量：税收。 
 
Table 6. Variance analysis table 
表 6. 方差分析表 e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4,824,643.920 1 4,824,643.920 3443.433 0.000a 

残差 46,236.774 33 1401.114   

总计 4,870,880.694 34    

2 

回归 4,844,120.519 2 2,422,060.259 2896.316 0.000b 

残差 26,760.175 32 836.255   

总计 4,870,880.694 34    

3 

回归 4,859,182.300 3 1,619,727.433 4292.175 0.000c 

残差 11,698.394 31 377.368   

总计 4,870,880.694 34    

4 

回归 4,861,544.841 4 1,215,386.210 3905.544 0.000d 

残差 9335.853 30 311.195   

总计 4,870,880.694 34    

a. 预测变量：(常量)，工业增加值。b. 预测变量：(常量)，工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c. 预测变量：(常量)，工业增加值，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d. 预测变量：(常量)，工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年末在岗职工数。

e. 因变量：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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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Coefficient table 
表 7. 系数表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8.381 7.776  1.078 0.289 

工业增加值 0.123 0.002 0.995 58.681 0.000 

2 

(常量) 48.721 10.294  4.733 0.000 

工业增加值 0.161 0.008 1.308 19.797 0.000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0.128 0.026 −0.319 −4.826 0.000 

3 

(常量) 41.979 6.997  6.000 0.000 

工业增加值 0.116 0.009 0.945 13.032 0.000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0.117 0.018 −0.293 −6.576 0.000 

金融业增加值 0.561 0.089 0.342 6.318 0.000 

4 

(常量) −28.964 26.520  −1.092 0.283 

工业增加值 0.125 0.009 1.017 14.358 0.000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0.133 0.017 −0.333 −7.747 0.000 

金融业增加值 0.505 0.083 0.308 6.075 0.000 

年末在岗职工数 0.148 0.054 0.024 2.755 0.010 

a. 因变量：税收。 
 

通过对表 4、表 5、表 6、表 7 的整体分析，我们发现进行逐步回归后，所选取的四个变量分别为：

工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年末在岗职工数。可得可决系数 2 0.998R = ，

由此可见，此回归模型解释了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 99.8%，标准估计的误差 SE = 17.641，误差较小；方

差分析表的 P 值为 0.00，该回归方程模型显著；通过系数表可以发现，各个变量系数的 P 值也为 0.00，
因此该回归方程模型的各个系数也显著。 

由此我们可知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 0 28.964β = − ，工业增加值 3 0.125β =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 0.133β = − ，金融业增加值 7 0.505β = ，年末在岗职工数 10 0.148β = ，因此估计的回归方程模型为： 

2 3 7 1028.964 0.133 0.125 0.505 0.148 .y x x x x= − − + + +  

4. 模型分析 

4.1.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分析 

通过 SPSS 分析出的回归方程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影响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年末在岗职工数。关于这几点因素，我们分别对其

主要的含义以及影响程度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是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分析，其主要的意思是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生产货

物或提供服务活动而增加的价值，为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扣除农林牧渔业现价中间投入后的余额。 
根据回归方程模型可知，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产生负的影响，导致税收收

入的减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了《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对于农民来说，

农产品不用再缴纳税款；再加上“三农政策”的农业补贴等相应的国家政策，以及政府部门对于农、林、

牧、渔业的投入，因此该因素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也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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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业增加值分析 

工业增加值表现为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建立资金流

量的基础。 
一直以来，工业是作为湖南省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为此湖南省划分了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圈，洞庭

湖生态经济圈，大湘南经济圈，大湘中经济圈，大湘西经济圈。通过回归方程模型，我们发现工业增加

值与湖南省税收收入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系数为 0.125；工业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税收、促进财政收入，

该因素比较合理。 

4.3. 金融业增加值分析 

金融业增加值是指金融业的全部基层单位一定时期内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之和。而金融业是指经营金

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它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租赁业。 
通过回归方程模型，我们发现金融业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系数为 0.505，单就分析情况来看，

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湖南省作为中部省份，金融业发展相对于沿海城市较慢，可以说，金融业是

湖南省发展的“短板”之一，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金融业的发展做一个整体分析。

图 2 是 1978~2014 年湖南省金融业的增加值情况： 
 

 
Figure 2. Value-added situation of Hunan financial industry from 1978 to 2014 
图 2. 1978~2014 年湖南省金融业增加值情况 

 
由该折线图 2 可知，湖南省金融业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1978~2000 年，金融业发展平缓，

该阶段对于湖南省经济情况的影响甚微；二是 2001~2010 年，这十年间，湖南省金融业飞速迅速，虽然

历经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总体还是保持向上的势头；三是 2011~2014 年，恰好 2015 年是我们

国家的第“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湖南省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稳健货币政策，不断加大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金融总量稳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 
从金融业自身发展的情况来看，湖南省金融业总量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近年来湖南省省信贷支持

重点突出，再加上金融业税收较其他行业高，因而，金融业增加值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还是存在

的，算较为合理。 

4.4. 年末在岗职工数分析 

本文的年末在岗职工数主要指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其他经济类型的年末在岗职工。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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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就业压力也逐步增大，因而，就

业人数的增加会拉动经济的发展，从而增进税收，促进湖南省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财政收入“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反作用与社会经济，促进就业。 
本文的回归方程模型，年末在岗职工数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影响的系数是 0.148，年末在岗职工数每

增加 1%，税收收入每增加 0.148%，该因素也是合理的。 

5. 结束语 

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首先阐述了税收收入的相关概念以及理论基础，进而分

析了税收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经济的作用，利用《湖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筛选主要影

响税收收入的变量，运用 SPSS 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得出了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 4 个因素，并对其

做了相应的经济分析，因此，影响湖南省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为以下几点：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年末在岗职工数。这四个因素并列，相互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发展[5] [6]。 
针对湖南省税收及经济发展，现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是对于本篇文章的建议，优点在于将影响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因素细分，而不是像以往的文章一

样，笼统的把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因而本文研究的比较

细致；而本文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对于各变量的选择的合理性考究，以及 1994 年的税改制和后来的营改

增没有做深入的了解，这是需要考虑到的。 
对于湖南省税收及经济发展的建议在于，恰逢 2016~2020 年是我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五

年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

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而湖南省“十三五”的首要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需要经济来拉

动湖南省各行业的发展。 
首先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比如三大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湖南省一直以来属“玉米之乡”，因而“第

一产业”不会落后，我们可以加大“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湖南省地理区位的优势，

与六省相连，促进经济交流，还可以借以带动“一带一路”的发展。其次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发展

比例，可以加大民营企业的投资力度，增设工作岗位，进而拉动就业经济的发展。再就是完善税收征管

体系，提高税收的增收率，防止“偷税、漏税”情况的发生。 

基金项目 

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015]361)、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8JJ2006)、湖南省教育

厅重点项目(17A030,16A031)、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项目(2016TP1020)、湖南省“双一流”建设项目应用特

色学科(湘教通[2018]469 号)。 

参考文献 
[1] 湖南省统计局. 湖南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28-46. 

[2] 李海涛. 影响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3): 5-8. 

[3] 刘超群. 北京市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视角(中旬), 2012(5): 3-5.  

[4] 郭艳. 湖南省税收收入预测模型及其实证检验与经济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中南大学, 2008: 5-10. 

[5] 谢芬芳. 新常态下的湖南税收经济研究[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5(5): 57-61. 

[6] 唐明, 李欢. 地方税体系构建背景下的地方税源优化——以湖南为例[J]. 地方财政研究, 2016(1): 72-78. 
 
 
 

DOI: 10.12677/sa.2019.81022 202 统计学与应用 
 

https://doi.org/10.12677/sa.2019.81022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325-2251，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sa@hanspub.org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sa@hanspub.org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ax Revenue Analysis in Hunan Province
	Abstract
	Keywords
	湖南省税收收入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湖南省税收收入的现状
	2.1. 税收与财政收入的关系
	2.2. 构建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

	3. 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模型框架
	3.2. 检验原理
	3.3. 数据来源及整理
	3.4. 实证研究与统计检验

	4. 模型分析
	4.1.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分析
	4.2. 工业增加值分析
	4.3. 金融业增加值分析
	4.4. 年末在岗职工数分析

	5. 结束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