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工商系统非税收入是我国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其征缴及经费保障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本文以中部某省为例从工商系统非税收入管理的实践经验出发，分析了工商系统非税收入征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同时结

合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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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工商系统非税收入征缴问题

一、工商系统非税收入的征缴情况

1. 工商系统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情况。工商部门是承担

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的行政机关。本文以我国

中部某省为例进行说明，该省工商系统现有县市以上工商局

122个，基层工商所 755个，局属事业单位 339个。除该省省

会 A市外，全省工商系统现有供养人员 26 864人。该省 A市

工商局在行政、人事、财务上独立于该省工商局，只在业务上

受该省工商局指导。A市工商局内设 10个职能处（室），3个

直属分局。按照区划设置，A市工商局下设 15个分局，共有

165个工商行政管理所。A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现有供养人

员 4 751人。

2. 工商系统行政经费保障模式。该省工商系统实行垂直

管理以来，非税收入全额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其经费来源

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省财政在部门预算中给予工商部门一

定的定额拨款；二是省财政等额返拨工商系统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罚没收入。以 2006年为例，这一年是全省工商系统经

费保障最好的一年，总支出 9.64亿元。其中：省财政拨款 1.95

亿元，占比约 20%；省财政等额返拨非税收入 7.69亿元，约占

80%。可见，非税收入是该省工商系统经费的主要来源。

3. 非税收入征缴规模。工商部门向其特定服务对象提供

准公共服务后，收取适当的费用，以弥补工商服务成本是符

合国际惯例的。工商部门实行省垂直管理体制以来，全省工

商系统的非税收入按规定全额上缴省财政厅并纳入部门收入

预算。2006年，该省工商系统（除 A市）共征收 9项政府非税

收入项目，即市场管理费、个体管理费、企业登记费、外资登记

费、个体工商户登记费、合同文本费、罚没收入、广告登记费、

利息收入，金额共 74 186万元。其中，涉及中央分成收入的有

3项，即：内资企业登记费，中央分成比例为 20%；外资企业登

记费，中央分成比例为 40%；个体工商户登记费，中央分成比

例为 10%。

2006年，该省 A市工商系统共征收政府非税收入项目 7

项（与省工商系统相比，没有广告登记费和利息收入），金额共

20 784万元。其中涉及的中央分成收入也为上述 3项，共 643

万元，占非税收入总额的 3.09%。

4. 非税收入结构分析。笔者通过对比 2006年该省与 A

市的工商系统非税收入结构认为，A市工商系统非税收入呈

现“一低两高”的特点：“一低”是指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占非税

收入总额的比例较该省低 20个百分点。“两高”是指 A市的

市场管理费占非税收入总额的比例较该省高 14个百分点，A

市的企业登记费占非税收入总额的比例较该省高 8个百分

点。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A市经济实力强，大中型企

业、大型专业市场以及新办企业数量明显较省内其他市县多。

二、非税收入征缴中存在的问题

1. 拖欠中央非税收入。截至 2007年 9月底，该省工商行

政管理系统累计拖欠应上缴中央非税收入 2 373 万元，是

2006年应上缴中央收入的 2.36倍，且大部分欠款已被挪用。

这些欠款的去向：一是 1998年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实行垂直管

理以前，各市县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系统

非税收入，形成欠款 820多万元，省工商局无力催缴；二是工

商行政管理系统历史债务沉重，挪用了中央非税收入。省以下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前，各地建市场、办公楼和办

管脱钩时补偿分流人员形成债务 1.5亿元，人均负债 5 600多

元，年利息支出数百万元，还债压力大，不得已挪用了中央分

成非税收入。

2. 滞留非税收入。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预算外收入户的

未达账项采取不及时记账处理的方法，滞留非税收入。2006

年 12月 31日，该省 B市工商局“预算外收入户”银行对账单

反映未达账项 17.07万元，经核实，上述资金为该局注册分局

收取的企业注册登记费，但该局没有及时入账，直至 2007年

1月才记账处理，系人为调节 2006年的非税收入征缴进度。

二是上缴不及时，具体体现为全年按月不定期上缴、按年一次

上缴等方式。如：2006年省工商局分别在 5月、8月、10月、11

月、12月，不定期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上缴中央非税

收入1 459.26万元；再如，2006年省工商局注册分局累计收

到非税收入 826.93万元，在当年 12月，一次将本级全年收入

上缴 820万元。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25窑阴



3. 截留非税收入。主要表现在将非税收入截留用于单位

经费开支。具体表现在：其一，截留非税收入资金利息。据查，

B市工商局累计收到收入汇缴户 2006 年的利息 1.58万元、

2007年 1 ~ 9月的利息 0.11万元，但该局未作收入上缴，直接

作经费开支。另外，该省 C市工商局累计收到收入汇缴户

2006年的利息 0.29万元，2007年 1 ~ 9 月的利息 0.23万元，

截至 2007年 9月 30日仍未作收入上缴，直接作经费开支。上

述做法明显违反了有关规定。其二，“坐收坐支”企业注册登记

费。截至 2007年 9月 30日，B市工商局累计收到注册登记工

本费（是企业注册登记费的一部分）3.06万元，其中 2006年收

取 1.4万元，2007年 1 ~ 9月收取 1.66万元。B市工商局将收

到的工本费通过“其他收入”核算，未缴入收入汇缴户。至

2007年 9月 30日，上述工本费仍未上缴，直接作经费开支，

其中涉及中央非税收入 0.61万元。

4. 挪用非税收入。2002年 10月 24日，B市某区法院执

行庭根据判决从 B市工商局收入汇缴户中扣款 12.7万元，偿

还 B市工商局某分局拖欠某资产管理公司的借款。对于借款

事项 B市工商局一直作为银行未达账项，未做账务处理。

2007年 8月 31日，该局从经费支出户挪用了 12.7万元，作为

还款转到收入汇缴户。

5. 自行减免非税收入。B市工商局未经批准任意减免行

政性收费 2.94万元，其中涉及中央级收入 1.18万元。如 2005

年 10月，该局批准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设立，应收外资企业

注册费 4.4万元，实际收取注册费 2万元，未经批准自行减免

企业注册费 2.4万元。

6. 经费支出户与非税收入汇缴户资金“串户”。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非税收入资金存入经费账户，通过经费账户

上缴非税收入。如 2006年 8月，省工商局收到 A市工商局上

缴的 2005年中央分成非税收入 645.2万元，存入省工商局经

费账户。2006年 12月，省工商局通过经费账户将此笔非税收

入上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二是动用经费户资金垫缴非

税收入。B 市工商局从经费支出户转账到收入汇缴户，2006

年累计金额 70.77万元。2007年 3月 16日，B市工商局又从

经费支出户转账到收入汇缴户，金额 100万元。三是收入汇缴

账户核算其他性质资金。如：2006年 C市工商局通过该账户

核算“其他收入”38.41万元，2007年 1 ~ 9月以相同方式核算

“其他收入”35.25万元。

三、非税收入征缴存在问题的原因

1. 工商系统经费保障程度偏低是导致非税收入滞留、挪

用等违规行为发生的制度性根源。该省工商系统实行垂直管

理以来，其经费来源主要有省财政在部门预算中给予工商部

门的定额拨款与省财政等额返拨工商系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罚没收入。2006年是全省工商系统有史以来经费保障最好

的一年，总支出 9.64亿元，实际上，该省工商系统仍然是“以

收定支”，以非税收入的收缴规模确定其支出规模，非税收入

是该省工商系统经费的主要来源。该省工商局对各市、县工商

部门下达征缴计划，各市工商局按计划上缴非税收入。

近年来，由于中央和省陆续出台了非税收入减免政策，据

统计，该省（除 A市）工商系统执行的减免政策达 13项之多，

近 3年共减免 3亿元。再加上近年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消费者

针对个体户的购买行为持续减少，导致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减

少，这种现象在大中城市表现尤为突出，从而影响了个体工商

户管理费的征收。

2. 现行经费保障的模式不利于工商管理机关公正行使

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权，这是非税收入征收违规情况频发

的重要原因。该省工商系统的经费保障长期处于比较困难的

状况，为了生存和发展，基层工商部门在收费上耗费大量精

力，重收费、轻管理，重处罚、轻规范成为普遍的倾向。同时，收

费的利益驱动影响了工商部门的公正执法。

3. 地方政府的干预是造成违规减免非税收入现象的主

要原因。据了解，地方政府干预工商部门执法，造成违规减免

工商收费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主要是因为地方工商部门经费

保障不足，部分经费（如职工医疗费）有赖于地方财政的补充

支持，因此必须听命于政府。此外，地方工商部门虽然实行了

管理体制改革，归上级垂直管理，但由于部分工作人员的认识

未能转变，仍然习惯屈从于地方政府。

4. 层层汇缴的非税收入收缴方式，为非税收入的滞留、

挪用、核算串户提供了可能。该省工商系统的非税收入的收缴

层次有以下几个，即基层工商所-工商分局-县级工商局-市

级工商局-省级工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由于工商收

费存在大量的现金收费，且采取层层汇缴的方式，一笔行政性

收费至少需要 1个月（最多 1年以上）才能汇缴至中央。在这

种层层汇缴的收缴模式下，全省各级工商部门存在大量待解

的非税收入沉淀资金，既影响了资金周转效率，也容易诱使工

商部门挪用非税收入。

四、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1. 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预算管理体制。根据工商部门

履行职责的实际需要和省级财政财力，合理安排经费，制定科

学、合理的“定员定额”标准，编制比较规范的部门预算，为工

商部门开展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2. 推行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政府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

选择部分工商部门的非税收入项目纳入收缴制度改革的范

围，利用收缴信息系统，通过开设非税汇缴“零余额”汇缴户，

每日清零，提高非税收入资金的上缴效率，彻底杜绝资金滞留

现象。

3. 落实非税收入征缴政策。提高工商部门执行非税收入

征缴政策的自觉性，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有关人员对非税

收入相关管理政策的学习与培训，提高他们执行政策、落实政

策的水平。

4. 加强外部监督。建议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监督及审计

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非税收入征缴情况的监

督检查力度，规范政府非税收入征缴行为，促使其提高政府非

税收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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