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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咸 研 究 

•

西咸研究院                          2020年 8月 17日 

国家税务总局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税务局 

空港新城改创局 

 

近年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为依托，

发挥机场枢纽作用，以便捷的航空运输发展现代物流、高端

制造、航空辅助服务、飞机制造维修等相关产业，全力打造

“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战略高地”。为深入挖掘发展临空经

济的机遇和优势，充分释放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潜力，

提升区域价值，现以空港临空经济示范区 2018 和 2019 年度

的部分经济税收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并就下一步临空经济税源培育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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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空经济及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临空经济是依托航空枢纽和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

提供高实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并参与国际市场

分工为特征，吸引航空运输业、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集

聚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临空经济流动效率高、产业附加值大、

带动能力强的效应被日益重视，成为各大城市竞相角力的新

阵地，掀起新一轮临空经济区建设的“热潮”。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目前共批复了郑州、北京新机

场、青岛、重庆、广州、上海虹桥、成都、长沙、贵阳、杭

州、西安、宁波、首都机场、南京等 14 个国家级临空经济

示范区。其中，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

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经国家发改委、民航局正式批复。2019

年 9 月 17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西安临空经济示

范区发展规划（2019-2035 年）》。按照规划，示范区将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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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综合交通网络优势，结合全省区域资源禀赋，重点发展

“航空枢纽保障业、临空先进制造业、临空高端服务业”三

大主导产业，构建面向全球市场配置资源的临空特色高端产

业体系，推动示范区成为新时代引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目前，示范区主要聚集了“三航”产业：航空物流方面，

先后吸引顺丰、圆通、日立、普洛斯等 144 家国内外物流企

业落户，2019 年西安咸阳机场客运量超过 4720 万人，货邮

吞吐量突破 38 万吨，增速位列国内十大枢纽机场第一。航

空制造方面，引进 27 个项目，包括东方航空和法国赛峰合

作的飞机起落架深度维修项目、科荣达 APU 维修、海航技

术维修基地、梅里众诚疫苗、海航天羽飞培等多个世界 500

强项目。航空服务方面，南航、海航、东航等 13 家航空公

司区域总部集中落户，形成西部最大的航空总部经济基地；

同时引进绿地会展中心、富力环球商贸港、西安国际美术城

等多个商贸文化会展项目，临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正在形成。

区内累计新增市场主体超过两千家，前来税务机关登记的企

业 687 户、个体户 427 户，临空经济活跃度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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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重点临空经济示范区产业与税收贡献分析 

从国内已获批的临空经济示范区来看，北京、上海、广

州、重庆、成都等临空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相对成熟，对税

收贡献较为突出。 

（一）北京临空经济示范区。示范区规划总面积 150 平

方公里。2018 年，北京临空经济示范区核心区实现属地税收

188.2 亿元，同比增长 45.2%，占全区 24.9%；其中税收超过

1 亿元的企业有国航股份、首都机场股份等 4 家，税收 1000

万元至 1 亿元企业有 36 家。航空服务业龙头效果显著，现

代物流业和商务服务业增长迅速，是临空核心区经济的重要

支撑。 

（二）上海临空经济示范区。示范区占地面积 13.89 平

方公里，2018 年，上海临空经济示范区实现税收 50.83 亿元，

同比增长 131.18%；示范区平均亩产税收达 18.7 亿元。主要

税收来源为联合利华、德国博世、统一企业、联邦快递、美

国伊顿等世界 500 强企业以及国内外近 3000 家知名企业，

总部经济税收贡献较大。 

（三）广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示范区规划总面积 135.5

平方公里。2018 年，广州空港经济区实现税收近 46.04 亿元，

增长 8.1%。已入驻有影响力的企业 1000 余家，形成了总部

经济、信息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等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态势。

“十三五”期间，示范区内航空服务业年均增速达到 12%以

上，税收占全区税收比重超过 20%。 

（四）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示范区规划总面积 147.48

平方公里。2018 年，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实现税收 68.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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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26.8%；主要税收来源为临空制造业和临空服务业，

目前已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2018

年，示范区全域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42 亿元、同比增长 6%，

其中航空产业增加值 252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46.5%。 

（五）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示范区规划总面积 100.4

平方公里。2018 年，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实现综合税收 49.67

亿元，同比增长 12.9%；主要税收来源为 8 家大型基地航空

公司、3 家航空维修基地、13 家全球 100 强物流公司和 10

家全国 100 强物流公司。航企总部、航空维修、高端物流产

业对税收贡献突出。 

 

 

 

 

 

 

 

 

 

 

三、空港新城税收特点和面临的问题 

2019 年空港税务局共组织入库各项地方税费收入

105380 万元（不含社保费和工会经费，下同），同比增长

14.37%，增收 13243 万元。其中：全口径税收入库 101034

万元，同比增收 12529 万元，增长 14.15%。完成全口径奋斗

目标 98754 万元的 102.3%，入库空港本级收入 53898 万元，



 6 

完成管委会本级目标任务 53540 万元的 100.67%。与国内其

他临空经济示范区比较来看，空港新城税收贡献有以下特点： 

一是税收总量排名靠后。2018 年，全国临空经济示范区

税收收入总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北京、重庆和上海。2018 年，

空港新城入库各项地方税费收入 9.21 亿元，同比增长 29%；

2019 年，空港新城入库各项地方税费收入 10.54 亿元，同比

增长 14.37%，在 14 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排名靠后。 

二是征税对象规模偏小且税源结构单一。从纳税规模看，

年纳税排名前 50 名的企业占税收总量的 73.9%。年纳税额 1

亿元以上的企业为 1 户，占总税收的 14.4%；年纳税额 1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的企业为 18 户，占总税收的 45.8%；年

纳税额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有 34 户，占总税

收的 9.3%；年纳税额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企业仅有

95 户，占总税收的 18%。空港新城税收对象无论是经济规模

还是单体税收贡献都比较小且税源结构来看较为单一，主要

依靠西部机场集团及其所属单位，2019 年西部机场集团及其

所属单位共入库税收收入 21782.42 万元，占空港新城 2019

年税收收入的 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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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新税源未充分激活。从空港税收排行榜来看，贡献

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总税收

35.9%），房地产业（占总税收 15.8%），建筑业（占总税收

15.5%），制造业（占总税收 9.2%），批发和零售业（占总税

收 6.9%）。而保税物流、跨境电商、航空维修、航空培训、

航空总部等临空偏好性强的行业对税收贡献不到 6%，临空产

业支持税收增长的势头还未充分显现。 

 

 

 

 

 

 

 

 

 

 

经过分析，影响空港税收来源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部分企业在空港经营但未在当地注册，区内应纳税

源流失严重。因历史原因，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北

分公司等 13 家航企实际生产经营地址均在西安咸阳国际机

场内，但注册地却在西安市，或仅做了跨区域税源登记，仅

在空港新城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收，大部分税

款在西安缴纳。2018年，13家航企在西安共计缴纳税款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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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 2018 年度空港全年税收 8.85 亿元的 39%，占比超

过空港新城 2018年度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2019年，13家

航企在西安共计缴纳税款 2.87亿元，占 2019年度空港全年

税收 10.54亿元的 27%，存在较大税源流失情况。 

 

单位：元

序
号 纳税人名称 主管税务机关 

2018 年在 
主管税务机关 

入库税收 

2019 年在 
主管税务机关 
入库税收 

1 中国东方航空西北公司 
西安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 

8,571,459.06  6,996,919.34  

2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西北分公司 

西安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 

91,693,410.88  89,885,502.53  

3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西北分公司 

西安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 

367,514.40  414,945.30  

4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
空中交通管理局 

西安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 

23,886,803.56  8,158,131.60  

5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 

23,440,244.46  12,405,970.87  

6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西安
营业部 

西安市莲湖区税
务局 

34,322.21  12,736.10  

7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西北
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税
务局 

12,497,803.86  8,852,380.13  

8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汽车
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税
务局 

13,025,147.70  12,875,148.57  

9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
公司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税
务局 

147,254,317.55  129,299,781.94  

10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营业部 

西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税务局 

57,661.72  47,203.65  

11 
陕西德龙联合航空有限
公司 

西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税务局 

8,037.82  0.00  

12 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 

10,423,273.56  5,442,584.97  

13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 

14,143,964.48  12,243,107.88  

合           计 345,403,961.26 286,634,412.88  

二是临空经济溢出辐射效应使得全省受益，空港分留的

本级税收有限。临空经济溢出效应大，主要是为全省提供航

空服务，空港的一些项目可以说是“投入在空港、产出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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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按照现行统计和税收政策，产生的许多经济效益都划

入其他地方。比如，空港对美光和三星的航线进行补贴，但

这两家企业的税收和 GDP都在高新区。空港在枢纽建设和功

能打造方面成效显著，航空货运增速 2018年度和 2019年度

均位居全国十大机场第一、跨境电商业务在全省率先启动、

国际快件上半年增速全国第五、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额位居

全国同期获批的 15 个保税中心第一位，但这些都无法有效

增加空港税收收入。 

三是现行政策对临空新业务退还比例不高，市场主体退

税获利较小。目前，对空港飞机维修业务虽已实行增值税即

征即退政策，能够享受该政策的仅有 2家空港企业，但该企

业 2018增值税税负和 2019年增值税税负均未超过 6%，2018

年、2019年累计退还增值税为零，税收优惠吸引企业开展新

业务的积极性未得到充分释放。同时，机场三期建设和前期

改造工程投入大，大额初始投资导致大量进项税额，从而实

现税额较少甚至产生留底税额，购置的部分设备为高损耗、

高价格产品，目前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加速折旧扣除政策。此

外，新成立的企业在运营前几年都难以盈利，无法享受相应

税收优惠政策。 

四是税收政策吸引扶持入区企业成长有限，临空产业培

育发展缓慢。从产业分类上看，空港新城二、三产业税收占

比为 1：3。第三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三大行业分别是交通运

输和物流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2019年实现税收分别

为 31759万元、13976万元、6121万元。目前三大行业已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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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饱和，新增税收收入空间有限。目前新城新增税源较少，

以 2018 年入驻空港的 113 家招商引资企业为例，入库税款

6816 万元，其中因大部分企业投资不足和投产达效周期长，

尚未形成税收规模， 56 户企业未在空港缴纳税款，税源挖

掘力度还需持续加大。 

四、相关建议 

（一）按照国内临空经济示范区通行做法，将 13 家航

企总部税收关系迁转至空港新城。从外出调研的实际情况看，

大多数临空经济示范区的航空企业总部均在机场所在地税

务机关注册，并缴纳税款。由于二十多年前机场从西安市搬

迁至西安与咸阳的城乡结合部，大部分航空公司考虑到交通、

经营等因素，企业注册和税务关系一直在西安，至今未作变

更。建议由省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组织市场管理、税务等部

门，共同协调将空港 13 家航企总部基地缴纳税款迁移划转

至空港新城，培育优质临空经济税源。 

（二）招商引资与引税扩源并重，引导临空偏好性产业

资源向空港聚集。产业项目是财源建设的基石，示范区应围

绕财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商事

集成注册审批、“一套流程管项目”和“八办”改革，打造西安

营商环境国际化先行区。把“亩产税收”作为评价项目优劣的

重要标准，引导临空指向性强的航空运输类、航空制造和航

空维修类、临空总部类、航空培训类、研发创新类等 5 大类

企业向空港聚集，为财源经济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对于入区

项目把好税收承诺关，对于临空经济关联度高、市场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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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贡献大的临空特色业务按比例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返

还支持，以契约精神保障税收。 

（三）以建设空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聚力打造我

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聚焦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和打通国际运

输走廊，推动构建以航空运输为引领，举全省之力支持机场

三期建设、拓展织密航空货运网络、支持打造中国最佳中转

机场、完善“空地”联结交通体系等工程，将机场城际线经空

港国际商务中心延伸到咸阳文体功能区，争取机场抵达高新

区的 12 号线、高陵经机场抵达咸阳文体功能区的 17 号线早

日开工建设。申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搭建临空经济国际

合作平台，加快“临空+自贸+保税+口岸+跨境”功能优势向

发展优势转化。加快仓储运输业向高价值的现代物流业转型，

构建“四园一基地”专业产业承载园区体系。聚焦“双百双千”

发展目标，做强做大产业体系，招引培育 100 家规模以上企

业、开工建设 100 个重点项目、形成 1000 亿元有效投资，

加快打造千亿级临空特色产业集群。 

 

 

送：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   

    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