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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和通辽市双城地理位

置相近，地区经济总量、税收规

模均位居内蒙古前列。自治区第

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重点建设赤

峰通辽“双子星座”。这为建设

区域中心城市、实现“六个赤峰”

目标，提供了更为强劲的动力和

更为广阔的空间。本文通过对双

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优势与

潜力进行综合分析，旨在探索赤

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道路。

一、赤峰与通辽经济税收

发展现状

（一）经济总量稳步增长，产

业结构相对合理

赤峰市与通辽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在全区分别位居第四和第

五位，在蒙东地区分别列第 1 位

和第 2 位。2021 年，赤峰市、通

辽市分别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975.1

亿元和 1411.44 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 5.7% 和 4.0% ；第一产业增加值

分别为 376 亿元和 333.34 亿元，

同比增长分别为 4％何 4.3%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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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税收数据的价值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本文通过对税收视角下

蒙东地区毗邻城市赤峰和通辽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优势与潜力的综合分析，为实现建设赤峰通辽“双

子星座”目标下的赤峰市经济税收高质量发展提供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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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670.1 亿元

和 449.91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2.4％何 0.1% ；第三产业增加值分

别为 929 亿元和 628.18 亿元，同

比增长分别为 8.4％和 6.3%。三次

产业结构分别为 19.0%、33.9%、

47.0% 和 23.6%、31.9%、44.5%，

三次产业结构相似，有利于形成

一产稳、二产优、三产强的经济

发展大格局。

（二）税收规模差距仍在，

区域经济协调性有待提升

从税收总量看，双城地区税

收贡献排名均位于全区前列。

2021 年，赤峰市、通辽市分别完

成税收 188.1 亿元和 134.7 亿元，

分别位于全区第 4 位和第 5 位，

分别占全区的 6.4% 和 4.6%，占

蒙东地区的 27.7% 和 19.8%，合

计占比 47.5%。税收平稳增长，

赤峰市、通 辽市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7.4%，分别位于全区第

12 位和第 8 位。

从税收收入中的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情况看，赤峰市、通

辽市分别完成 89.8 亿元和 59.1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3.8% 和 6.6%，

分别占全区的 7.5% 和 4.9%，双城地

区增速均低于全区增速（11.2%），

分别位居全区第11 位和第 9 位。

（三）市场明显回暖，经济发

展活力日益增强

2021 年，赤峰市、通辽市增

值税发票①开票金额分别同比增

长 17.8% 和 18.3%，开票户分别同

比增长 13.2% 和 14.0%， 存 续户

分 别同比 增 长 14.4% 和 13.4%。

开票金额、开票户数持续稳定增

长。其中 ：民营经济税收分别占

税收收入的 54.7% 和 63.6%，已

经成为双城地区税收稳定增长

的基石。开票户数占存续户数②

的比重分别为 41.4% 和 29.6%，

高于全区增速 3.5 个百分点，而

通辽市低于全区增速 8.3 个百分

点。赤峰市相较于全区和通辽市

市场主体更为活跃。

（四）财产和行为税占比偏

高，所得税贡献相对较弱

从税种结构上看，2021 年，

赤峰市货物与劳务税、所得税及

财产和行为税三项收入构成比例

①增值税发票数据来源数展通。

②存续户 ：登记日期截至当年年末，纳税人状态为正常，课征主体登记类型为单位纳税人税务登记和

个体经营纳税人税务登记，非跨区财产税主体登记纳税人，非外埠经营纳税人，有效的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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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6.8%、28.3% 和 34.9%，通辽

市 构成比例 为 44.2%、25.2% 和

30.6%。双城地区占比高的税收都

来源于反映总体经济规模和活跃

度的货物与劳务税，赤峰市货物

与劳务税占全市税收的 36.8%，

比通辽市低 7.4 个百分点。赤峰

市财产和行为税占全市税收的

34.9%， 比 通 辽市高 4.3 个百分

点，其中 ：赤峰市土地增值税实

现税收收入 14.1 亿元，是通辽市

的 4 倍。赤峰市、通辽市所得税

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8.3%

和 25.2%，一定程度反映出企业

盈利能力和居民工资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

（五）主导产业相近，经济结

构和质量各有不同

1. 从产业结构看。2021 年，

赤峰市三次产业税收比重为0.3%、

49.1% 和 50.6%，通辽市三次产业税

收比重为 0.2%、62.5% 和 37.3%，赤

峰市二、三产业税收相对均衡，通

辽市税收相对集中在第二产业，

两地税收差距主要是第三产业赤

峰市比通辽市多 44.8 亿元。

2. 从主体税收看。按照 2021

年占税收 10% 以上权重选取行

业，双城地区税收贡献最多的三

个行业是房地产业、采矿业和制

造业，但是两地因自然禀赋、比

较优势不同，行业间税收权重并

不完全相同。赤峰市房地产业占

比最高，占税收收入的 21.0%，

而通辽市占比仅为 11.3%，赤峰市

高于通辽市 9.7 个百分点 ；通辽市

制造业占比最高，占税收收入的

31.8%，而赤峰市占比 16.9%，通

辽市高于赤峰市 14.9 个百分点 ；

采矿业赤峰市、通辽市占比分别

为 17.2% 和 18.4%，比较接近。

3. 通 辽 市制 造 业 税 收占比

高， 税 源 结 构 相 对丰富。2021

年，通辽市制造业完成税收 42.8

亿元，占税收收入的 31.8%，比

赤峰市高 16.9 个百分点。主要是

通辽市深化后续高附加值生产，

农畜产品及自然资源均延伸了产

业链，进 一步 转化 成 税源。细

分制造业子行业税源构成，年纳

税亿元以上的子行业有 7 个，分

别是有色金属冶炼（电解铝）和

压延加工（铝后）业、医药制造

业（蒙药）、食品制造业、水泥制

品、农副产品加工业、金属制品

业、化学制品（煤化工），合计

占制造业的 90.0%，其中，有色

金属冶炼（电解铝）和压延加工

（铝后）业占制造业的 58.4%。通

辽市制造业大型企业主要集中在

铝、蒙药、梅花味精、金锣火腿

肠等企业。

4. 赤峰市对房地产业依存度

更高，房地产业及相关联行业发

展较好。2021 年，赤峰市房地产

业、建筑业和相关联的金融业合

计完成税收 73.1 亿元，占税收收

入的 38.9%，比通辽市高 17.7 个

百分点。双城地区如果同时剔除

三个行业税收，赤峰市、通辽市

分别完成税收 115 亿元和 106.2

亿元，赤峰市税收仅超出通辽市

8.8 亿元，比不剔除少时 44.5 亿

元。赤峰市房地产业及相关联行

业成为赤峰市的主要支柱。

5. 赤峰市其他优势行业 ：赤

峰市采矿业完成税收 32.4 亿元，

比通辽市多 7.7 亿元。赤峰市，

除 煤 炭 开 采 外， 还有铅 锌 矿、

铜、银、钼、铁等产品开采，有

色金属、黑色金属采选业税收完

成 15.4 亿 元。而通 辽市采矿业

结构单一，只有煤炭开采，内蒙

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 3 户

企业入库税收 21.8 亿元。

赤峰市批发和零售业完成税

收 18.0 亿元，比通辽市多 5.6 亿

元 ；电热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完成税收 11.0 亿元，比通辽市多

1.5 亿元。赤峰市风电行业发展

较好，通辽市光伏发电、火力发

2021 年双城地区重点行业税收情况

采矿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房地产业

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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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行业发展更快。

（六）双城地区经济贸易往

来密切，民营经济贡献突出，内

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经济贸易往来密切：2021 年，

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显示，赤峰

市向通辽市开票 22.6 亿元，同比

增长 1.1%，通辽市向赤峰市开票

14.4 亿元，同比增长 24.5%。充

分反映出双城地区密切的经济贸

易关系。

民营经济贡献突出：2021年，

赤峰市、通辽市民营经济税收分

别占税收收入的 54.7%、63.6%，

非 公 经 济 税 收 分 别占 68.6%、

77.3%。民营经济发展已经成为

双城地区税收稳定增长的基石。

内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2021

年，赤峰市内资企业、外资企业、

个体经营税收贡献分别是 97.8%、

0.8%、1.4% ；通辽市内资企业、外

资企业、个体经营税收贡献分别是

95.4%、3.9%、0.7%，内资企业占据

主导地位。

（七）纳税 500 万元以上企

业户数占比低，税收占比高，通

辽市税源相对更为集中

从税源结构分析 ：2021 年，

赤峰市纳税 500万元以上企业435

户，占总户数的 0.2%，合计纳税

131.5 亿元，占税收收入的 69.9%。

通辽市纳税 500万元以上企业 234

户，占总户数的 0.2%，合计纳税

99.4 亿元，占税收收入的 73.8%。

赤峰市纳税 500 万元以上企业户

数多、税收占比低，税收贡献比

通辽市低 3.9 个百分点，说明通辽

市税收集中度相对高于赤峰市。

二、赤峰与通辽经济税收

发展比较分析

（一）优势凸显，建设“双子

星座”基础条件深厚

1. 重要的区位优势。赤峰市

作为连接华北、东北两大经济区

的重要路桥通道，是京津冀辽

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节点，而通

辽市是自治区东部和东北地区西

部的交 通枢纽。双城地区交 通

发达，铁路、公路、航空网络完

备，尤其是赤峰市高铁开通后，

赤峰市到北京市和沈阳市的时间

均为 2 个多小时，为赤峰市旅游

业、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

良好的交通环境。

2. 丰富的资源优势。双城地

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系统多样，

开发潜力巨大。赤峰市是中国有色

金属之乡，黄金、铜铅等产量相当

可观，元宝山露天煤矿煤炭保储

量全区占比高，具有非常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 8000 年的人类

文明史，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

通辽市霍林河煤炭保有量 121 亿

吨，石油远景储量为8亿吨左右，

铁、锌、钨、铜、石墨等储量丰

富，天然硅砂的储量约为 550 亿

吨，居全国之首。

3.良好的人口优势。赤峰市、

通辽市盟市常住人口分别为 403.6

万人和 287.3 万元，分别位列全

区第一位和第三位。城镇化率分

别为 53.1% 和 50.0%， 推 进以人

为核心的城镇化潜力巨大。赤峰

市、通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0%和1.9%，

企业累计申报工资薪金个税人数

分别同比增长 3.9% 和 4.2%，反

映人们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二）短板犹存，建设“双子

星座”空间广阔

1. 双城经济总量、税收规模

虽位居全区前列，但与第一方阵

还存在较大差距。赤峰市、通辽

市经济总量分别为第四位和第五

位，占比分别为 6.4% 和 4.6%，

合计占比 11%，呼包鄂乌城市群

经济总量分别占比 17.5%、9.6%、

37.7%和4.3%，合计占比69.1%。

2. 经济以内循环发展为主，

外 循环经济不足， 进出口对经

济拉动作用较小。赤峰市、通辽

市 出口 分 别 为 29.1 亿 元 和 36.2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4% 和

22.8% ；出口退税分别完成 2.6 亿

元和 2.1 亿元，分别占税收收入

的 1.4% 和 1.6%， 占比 不 高。 赤

峰市出口主要是食品制造业（伊

品生物）、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瑞阳化工）、纺织业（东

黎羊绒）。通辽市主要是食品制

造业（梅花味精）、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联晟新能源）。

双城地区利用外资水平也不

高，2021 年，赤峰市、通辽市港

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分

别完成税收 1.4 亿元和 5.2 亿元

（未扣除国有控股部分），分别占

税收的 0.7% 和 3.9%。目前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财经 202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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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双

城地区需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3. 产业结构分布不均，结构

调整需加强。双城地区房地产、

煤炭税收占比较高。赤峰市对房

地产业依存度过高，房地产业和

建筑业占税收收入的 30.2%。通

辽市更依赖于煤炭，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煤炭制品批发业两个行

业税收占比 17.6%。双城地区主

要行业集中在房地产业、资源类

及传统制造业，房地产业受国家

宏观政策和国内房地产大环境影

响呈现量价齐跌态势，对赤峰市

的经济发展提出挑战。伴随煤炭

资源枯竭、能源结构调整、土地

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对通辽市

产业结构发展面临更高要求。如

何积极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培植税源与聚积财力两个方

面的关系，对双城地区经济发展

提出了新的课题。

4. 市场主体迭代更替加快，

企业生存经营压力凸显。从新登

记注册户和注销户情况来看，赤

峰市、通辽市新登记注册户分别

同比下降 19.3% 和 29.3% ；注销户

分别同比增长 32.3% 和 42.8%。

新登记注册户大幅减少、注销户

大幅增加，反映 疫情及后疫情

时代，双城地区市场主体迭代更

替速度明显加快，尤其中小 微

企业生存、经营压力凸显。

三、促进赤峰与通辽双城

经济税收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建议

通过对赤峰市与通辽市双城

经济税收多维度对比分析，只有

坚持强优势、找差距、补短板，

携手共赢，双向奔赴，奋力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 新路子，大大提升赤

峰经济实力、发展活力、辐射能

力，着力建好区域中心城市，才

能更好地打造赤峰高质量发展的

全新增长极，让“双子星”座更

闪耀。

（一）围绕加快恢复经济增

长，统筹推进一体化

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推进、

共建共享的原则，按照自治区第

十一次党代会的规划，建立一体

化发展体制机制，实现资源要素

配置范围更广、效率更高。优化

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放管服”

改革。强化进取意识，稳要实一

些，进要快一些，以更加全面的

“稳”保障更高质量的“进”。

（二）围绕增强创新能力，发

挥两地发展资源禀赋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推动产业集中集聚

集约发展，做优做强工业经济和

现代服务业，加快高新技术和战

略性 新兴产业 发展，加大力度

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优化配置现有资源，结合地

缘特色、优势资源做足大项目、

好项目，挖掘现有自然资源、人

文资源，不断厚植羊绒纺织、民

族医药、专用设备生产等发展潜

力，尽快实现资源优势向财税优

势转换。

（三）围绕能源绿色开发，加

快构建绿色税收体系

促 进 绿 色低 碳 转型， 统 筹

做 好“双控”“双碳”工作。加

快旅游业转型升级，推动旅游与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优

化能源结构，大力推进风电、光

伏等清洁能源的发展促进资源合

理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助

力两地尽快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

（四）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平台，统筹区域双循环机制与市

场建设

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找

准经济发展新定位，坚持“深度

融入京津冀、积极对接环渤海、

全面参与大 循环”战略。合理

规划、科学引进发达地区溢出产

业，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实现

双城地区产业融合、行业链接，

协调发展，努力缩小与呼包鄂第

一方阵地区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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