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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大大数数据据绘绘制制完完善善““税税源源地地图图””
高新地税运用“一图两表”构建房地产税收管理新模式

大数据应用与税收管理相结合能产生出什么样的新成果？近日，记者从济南市高新区
地税分局了解到，该局巧用“高新区财税大数据应用管理平台”构建起针对房地产税收管
理的“一图两表”新模式，突破了长期制约房地产税收管理的瓶颈。

本报通讯员 訾楠

巧借大数据平台
构建“一图两表”

近年来，济南高新区的
大规模“扩容”，将高新地税
征管范围扩至318平方公里，
纳税企业由1万余户增加到3
万余户，辖区地域广、跨度大
的特点为房地产税收征管增
加了难度。同时，房地产业的
基础信息来源于房管、国土
等部门，由于覆盖范围、采集
口径等因素，容易造成征管
数据和实际信息不一致，影
响房地产业的税收管理。加
之“营改增”后，地税部门“以
票控税”的征管手段缺失，难
以从源头控管，对税收分析
和风险预警也难以取得有效
数据支撑，更容易产生管理
漏洞和盲区。

2016年，济南高新区管委
会开发建设了“高新区财税大
数据应用管理平台”（以下简称

“大数据平台”），整合财政、税
务、国土、房管等23个成员单位
的后台数据库，收录企业信息3
万余条，为房地产税收提供了
大量在线资源。2017年，高新地
税开拓思路，巧借该平台，创新
税收管理模式，构建起“一图两
表”，即《纳税人用地建房调查
图》《房地产项目交易情况统计
表》《房地产项目保有情况统计
表》，突破了长期制约房地产税
收管理的瓶颈。

多部门数据交换共享
堵塞纳税管理漏洞

在具体工作中，高新地

税主动与房管、国土部门沟
通协调，三部门联合制定了

《房地产税收征管信息交换
与共享实施办法》，以开发项
目为管理单位，统一数据采
集口径。通过“大数据平台”
充分掌握各开发项目的具体
位置、规划属性、建筑面积、
可售房源、销售及权属转移、
出租及使用情况，在此基础
上绘制《纳税人用地建房调
查图》，将辖区项目税源直观
展现在管理平台上，锁定建
设项目立项人和施工方，补
充完善纳税人房产、土地登
记信息。

其次，为加强交易环节
税收监管，高新地税通过采
集“大数据平台”中的房产交
易信息、商品房销售信息、房
产和土地销售及权属转移信
息，汇总编制成《房地产项目
交易情况统计表》，核实后通
过与“金三”系统比对，强化
土 地 增 值 税 预 征 和 清 算 管
理，房地产销售契税和印花
税管理。

最后，高新地税分局根
据 房 地 产 项 目 税 源 分 布 特
点，借助“大数据平台”上各
园区企业信息，结合《房地产
项目交易情况统计表》，对工
业、科研和商业地产项目的
房产自用及移交情况进行统
计。同时，以楼宇物业为模
块，提取入驻企业登记、房产
出售、出租、闲置、转移及企
业迁离信息，综合编制《房地
产项目保有情况统计表》，再
将其与“金三”系统比对，对
漏征漏管疑点进行评估，核
实后补充相关信息，并督促
企业补缴税款，堵塞管理漏
洞。

绘制完善“税源地图”
创新房地产税管模式

近一年的探索实践中，
高新地税运用“一图两表”，
在房地产税收管理上取得了
明显成效。目前该局已完成400
余宗土地信息核查和税源标注
工作，准确掌握了舜泰广场、万
科金域等重点片区的税源分
布，绘制并完善了“税源地图”，
实现对主要经济发展成熟区域
的全覆盖。同时，该局还将舜泰
广场、银荷大厦两个商业地产
项目作为房产存量环节税收监
管试点，逐户走访落实，辅导纳
税，排查纳税疑点120余处，补
充房产、土地登记信息340余
条，确保了数据的完整性和
准确性，降低了纳税人利用
信息不对称逃避纳税义务的
涉税风险，提高了纳税人的
税法遵从度。

不仅如此，该房地产管
理新模式还使得高新地税取
得了一系列的创新突破：实现
了多部门间数据交换共享和有
效整合，破解征纳双方信息不
对称难题，形成了以数据规律
为基础的税收风险识别模式；
将原先的“企业化税源的点状
散态管理”变为“以园区为基
础、以楼宇为单位的项目管
理”，极大减少了摸底排查工作
量和执法风险；将房地产管理
由项目建设过程监管延长到房
产交易和保有环节，降低了漏
征漏管现象；“一图两表”打造
了直观、便捷的动态化、可视
化、数字化管理平台，便于提
前掌握的涉税信息，实现税
收征管前移，大大提高了税
收预测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修从涛） 截至11月27日，济
南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累计实现95 . 98亿元，同比增
长16 . 64%，较上年增收13 . 70亿
元，提前一个月完成济南市人
代会确定的任务目标。其中税
收完成87 . 86亿元，同比增长
19 . 57%，较上年增收14 . 38亿
元；税收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的比重为91 . 53%，同比增
长2 . 24%。

2017年，受复杂多变的经
济形势、营改增政策全面实施
及重点行业税收政策调整等
因素影响，财政增收工作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济南高新
区财政局通过思路创新、体制
创新，采取多项举措，确保收
入任务圆满完成。

据悉，今年年初，高新区
财政局根据全年收入目标，积
极协调国税、地税，按月下达
收入指标。同时加强园区税收
收入的考核，将任务列入各园
区KPI考核，加强督导，严格
问责，确保了收入进度按时完
成。高新区财政局还将综合治
税工作关口前移，每季度与国
地税召开收入调度会，加强对
未来收入形势预判，为管委会
科学调控经济提供决策依据，
并依托“财税大数据”信息化
平台，增强了综合治税工作的

成效。
此外，高新区财政局建立

企业定期走访机制，今年完成
了对30家重点企业的走访工
作，对驻区的8家金融机构走
访调研，有效调动了金融资源
支持区域经济建设。在创新投
融资方式方面，通过多渠道筹
集资金来保障重点领域。今年
高新区财政局主动响应财政
部改革要求，积极与市财政
局、省财政厅沟通，成功启动
了高新区首批PPP项目：创新
谷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三山
三水”景观综合治理项目，筹
集社会资本约64亿元。同时大
胆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基金等
新型融资方式，充分发挥财金
公司的平台作用，撬动社会资
本参与城市建设，降低财政压
力，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在保障完成全年财政收
入任务的同时，高新区财政局
也在大力培植潜在税源，形成
新的收入增长点。今年高新区
财政持续加大对大数据、量子
技术、生物制药、智能装备、现
代服务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型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
新旧动能的快速转换，努力营
造良好的创业发展环境，让更
多的行业隐形冠军、蹬羚企
业、独角兽企业在高新区茁壮
成长。

一一般般公公共共预预算算收收入入实实现现9955..9988亿亿
高新区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同比增长16.64%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袁长

青） 为确保企业年报公示
的信息真实准确，近期，济南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将从全区
抽取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136
户进行企业年报信息核查，
抽查结果不合格的企业将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予以公
示。

记者从济南高新区市
场监管局获悉，自11月份开
始，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重新梳理了全区“双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和执法人员
库，采用双随机模式，形成
了高新区“双随机”抽查事
项清单。据悉，此次企业年
报信息抽查事项清单共12大
项42小项，此次抽查的方式
是综合抽查，即检查的每一
企业，凡是涉及抽查事项清
单12大项42项的都要检查，
不得漏项。也就是抽查事项
全覆盖，确保实现“一次抽
查、全面体检”的检查效果。
对抽查结果不合格的企业
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
予以公示。

企业的抽取全部是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协同监管平台-山东）“双随
机抽查”系统中市场主体库
中，按照3%的比例随机摇号

抽取的，全区共抽取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1136户。抽查工
作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
网络监管等方式，对企业认
缴和实缴出资额、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股权变更、行政
许可取得、知识产权出质、
行政处罚等公示信息的真
实性进行检查。企业若存在
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不配合检查情节严
重等情形，或者通过登记的
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
联系的，自查实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将其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并向社会公示，并向有
关部门通报情况，落实“一处
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
机制。

对于企业年报信息中涉
及工商、人社、统计三部门的
职能，为避免重复检查，将按
照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
工作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
形成了联合检查组，共同开
展联合“双随机”检查。这将
为下一步创建“监管平台+随
机抽查”的新模式，实现执法
人员、检查对象、检查事项

“三覆盖”，对全面推行跨部
门“随机联查”，对同时涉及
多级、多部门的检查事项，实
现一次性完成检查做出积极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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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合合格格将将入入经经营营异异常常名名录录

高新区财税大数据平台行业税收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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