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产权清理登记，澄清家底。为改变

目前对国有资产境外投资底数不清

的状况，当前迫切需要开展一次境

外投资情况的统计普查，并对所有

有境外投资活动的单位进行一次境

外投资产权的清理登记，以便全面、

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我国境外投资的

现状，为国家的宏观决策和下一 步

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创造基础性条件。

3.抓紧境外投资的财务立法，

建立境外企业产权的管理机制。财

政部应当抓紧制定我国境外投资的

财务管理办法，明确境外投资的财

务管理权限和各项财务政策及处理

原则，以便为国内投资单位开展境

外投资，从事境外财务活动，对境外

企业实施财务管理和监督提供遵循

的依据。同时，通过制定境外投资财

务管理办法，建立科学的、激励与约

束相结合的境外企业产权管理机

制，调动境外企业中方法人代表和

国内投资单位的积极性，确保境外

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维护国家

利益和国内投资单位的合法权益。

4. 加强对外派人员的管理和

国有资产的评估。国家的方针、政策

能否在境外企业得到确实的贯彻，

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能否得以

确实的维护，并实现保值增值，国内

投资单位派驻境外企业的人员尤其

是法人代表对此负有特殊的责任，

因此一定要加强对派驻境外企业中

方常驻人员的选拔和管理，努力选

拔政治业务素质好、既熟悉法律又

懂外语、并善于与对方打交道的人

员（尤其是中方法人代表和财会主

管）到境外企业工作。与此同时，对

投入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应当严格

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和企

业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认真评估

作价，防止低价折股，避 免资产流

失。

（责任编辑  方震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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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实施的新税制对规范

石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

系，增强油气产业税收的透明度起

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从其在油气

产业中的运行状况看，还存在不少

问题。一是未建立起能有效促进油

气勘探生产者间竞争、实现油气资

源合理开采的许可证制度和资源税

系统，原油和天然气资源单位税额

的确定未考虑到油田内部差异，这

阻碍了在同一油田不同区块生产的

多家油气公司间的平等竞争。二是

现行增值税条例未考虑到油气产业

的资本密集型特点。油气产业是资

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固定资产占总

资产的比重远高于其它产业，而现

行增值税条例不允许购买后变为固

定资产的进项税从销项税中抵扣，

这间接地增加了油气产业的生产成

本。而且政府还固定了包括增值税

在内的原油价格，这又减少了油气

产业从原油销售中获得的有效收

入。三是现行所得税未考虑油气产

业的高风险性，这种风险源于地质

评价中对含油气面积和可采储量预

测的不确定性。世界许多国家（如美

国）所得税法都考虑到了油气产业

的高风险性，准许油气公司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做相应的扣除。四

是现行税制的透明度还不够高。在

现行税制下，油气资源开发中取得

经济租金的政府份额不仅表现为税

收，而且表现为油气企业在建设基

础设施上的耗费（本应由政府建

设）、向国有油气用户低价供应原油

的间接补贴上，这使得分析政府行

为和油气企业盈利性非常困难。在

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特别是国际油

气公司因无法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

而难以做出投资决策。因此，现行石

油税制应进一步改革。

建立把土地分成标准区块的国

家土地分割制度及以此为基础的许

可证发放和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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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地分成标准区块的国家土

地分割制度是油气资源矿产权分配

的基础。有了这种制度，油气企业就

可以对国家土地分割制度确定的区

块申请作业或投标，而不用就每一

区块的边界进行谈判，可以显著地

降低交易费用。具体的土地分割方

式多种多样。如可以每五分经度和

五分纬度围成的面积为一个基本标

准区块。在这种分割方式下，每个区

块的面积在 68— 85 平方米之间，因

纬度不同而异。基本标准区块还可

以再细分，如每一分经度和每一分

纬度围成的面积为一个小区块。区

块边界当然受到海岸线和国家边界

的限定，还可能受国内行政区划、先

前合同区或开发生产区的限定。

在把土地分成标准区块的基础

上，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许可证发

放和管理系统是我国许可证制度改

革的核心内容。为此，应设立三种类

型的许可证，即地球物理许可证、小

勘探和生产许可证、大勘探和生产

许可证。（1）地球物理许可证。符合

规定资格的作业者支付年租金即可

获得此种许可证，获得者有权在许

可区块进行地球物理勘查，但无权

钻井及生产油气。为促进竞争，几个

作业者可在相同区块申请此种许可

证。（2）小勘探和生产许可证。在邻

近现有油田、易进入的区块采用此

种许可证，有助于作业者迅速进入

新区块以利用多余钻井设备和人

力，并将其现金流量再投资于勘探

和生产中。每个许可证只包括一个

区块，勘探期最多 5 年、开发期 15

年，勘探期内无放弃条款，作业者事

先不必就投入的工作量作出承诺。

作业者取得此种许可证后，应将其

获得的所有数据无偿提供给调控机

构。为获得此种许可证，作业者除符

合规定的资格外，还要支付签约租

金和年租金。（3）大勘探和生产许可

证。在钻井稀少、发现石油后需要铺

设长输管线或勘探风险很高的区域

（如塔里木盆地）应实行大许可证，

每个大许可证包括至少六个区块，

面积通常在 5 OO— 5 000 平方米间。

大勘探和生产许可证多通过作业者

和政府间的谈判确定，其内容通常

包括勘探期（如 7— 10 年）、放弃条

款（如勘探期终了前作业者要至少

放弃 50%的勘探区域）、作业者在

勘探期投入的工作量承诺以及作业

者将所获数据无偿提供给调控机构

等方面。

以国际通行的矿区使用费取代

目前的资源税

实施前述许可证发放和管理系

统后，应对现行以油田为单位确定

单位税额的资源税进行彻底改革。

参照国际油气产业的通行做法，应

以矿区使用费取代目前的资源税。

考虑到我国政府希望多生产原油，

应采用滑动的矿区使用费以鼓励各

含油区块寿命周期内总的原油产量

最大化。同时要使矿区使用费的计

算和管理简单透明，易于核实其真

实性。

小勘探和生产许可证及现油田

的矿区使用费。在油价及投入要素

成本稳定时，小勘探和生产许可证

及现油田的盈利性主要决定于单井

生产能力。基于单井产量滑动的矿

区使用费随单井产量下降而减少，

能鼓励尽可能多的油井生产，从而

刺激增加原油产量。因此，小许可证

和现油田矿区使用费可基于单井产

量滑动，滑动的具体公式应依据有

关成本、收益、钻井经济性等数据确

定，滑动公式可以因区域不同而异

（如加拿大各省间的滑动公式就不

同）。作为例子，不妨看看加拿大一

个省采用的矿区使用费滑动公式：

公式中 Q 为每口生产井以吨计算

的日产量。若每口 井日产量为 7.35

吨，则矿区使用费等于 24.5% ；若

每口井日产量为 17 吨，则矿区使用

费为 30%。为计算矿区使用费之目

的，单井日产量可由作业公司按许

可区块的平均水 平或逐井申报，调

控者应要求作业者安装测试分离器

和制阀系统以 便测定单井日产量。

在理论上，滑动公式中可引入原油

价格（如加拿大阿尔伯特省）或其它

参数（如波 兰引 入收益成本比），但

这时矿区使用费的计算非常困难，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不采用这样复杂

的滑动公式，我国也不宜使之复杂

化。

大勘探和生产许可证的矿区使

用费。大勘探和生产许可证规定的

许可区域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益，

其盈利性与油田规模（即油田原油

产量）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此种矿

区使用费应以 油田 产量为基础滑

动。其值取决于许可区域的产量水

平，国际上通常在 0～12.5% 之间。

有时还要考虑到油田位置和作业者

建设基础设施的耗费，如塔里木盆

地原油的运输成本很高，矿区使用

费就应低些。

矿区使用费抵免。在理论 上增

值税属于价外税，是销售者销售应

税货物从价格以外向买方收取的。

但就我国油气产业而言，政府固定

了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原油价格，原

油增值税表现为价内税，这对石油

企业是一种不合理的税负，因此应

将其从矿区使用费中直接扣除。若

作业者处于勘探开发阶段不需支付

矿区使用费，或矿区使用费抵免多

于矿区使用费支付数额时，超过部

分可留待将来抵免。对此，大小许可

证均应照此处理。在我国解除对原

油价格限制，增值税恢复其价外税

的本来属性后，这种抵免亦应同时

取消。

充分考虑油气产业高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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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密集度的特点，改革所得税和

增值税制以鼓励石油企业在勘探领

域的投资

基于油气产业的高风险性，许

多原油生产国的所得税法都给予油

气公司一定的宽免。例如在美国，油

气公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享有

两项宽免。一是对于储量的日渐枯

竭允许以 摊提折耗的名义给予宽

免，油气公司可以从销售收入中扣

除一 定百分比（1926～1969 年间为

27.5% 、1969～1975 年间为 22% ）

作为折耗宽免；二是在折耗之外，对

钻探、采掘和开发准许有一项即期

冲销，纳税者可以像其它费用一 样

从销售收入中将其一次扣除，扣除

数额对油气产业没有限制。我国企

业所得税条例中有关企业所得税前

列支项目的规定未给予油气企业特

殊宽免。这可能是考虑到目前各石

油管理局的勘探费用由国家财政预

算无偿拨付，不构成油气企 业成本

的缘故。正是这种制度导致了我国

油气企业普通厌恶风险，各石油管

理局用于勘探的支出不能多于财政

拨付的勘探基金，否则超过的部分

要由企业自行筹措而税法又不准许

从当期收入中一次扣除。目前我国

油气产业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后备储

量不足，每年新发现的可采储量还

没有当年采出量多，同时在经济利

益驱使下油气企业则千 方百计地将

所获利润投资于现有油田的进一步

开发、炼油和多种经营而不是勘探

中，这是不是由于我国基本上已无

油气资源可探了呢？不是。世界银行

认为我国原油远景储量约为 800 亿

吨，目前仅探明了其中的 20%约

160 亿吨，截止到 1992 年底共采出

14.2 亿吨；天然气远景储量为 33

万亿立方米，目前仅探明了其中的

2% ，1992 年产量为 1 57 亿平方米，

其中的 44% 还是伴生气。由此可

见，我国油气产业前景极为可观，油

气企业不愿投资于勘探领域完全是

出 于经济利益考虑，现行所得税法

不鼓励油气企业在高风险的勘探领

域投资是主要原因之一。建议我国

的企业所得税条例允许石油企业将

超出财政拨付勘探基金的那部分勘

探费用直接一次性地从当期销售收

入中扣除。这里勘探费用包括在勘

探区块所有的地球物理和地质化学

观察成本、在许可区块第一口油井

的成本和生产开始前许可区块的所

有干井成本。当然，税收还可要求油

气企业应将这部分扣除中的一定百

分比（如不少于 40%）再投资于勘

探中。这一点对于将来国家财政不

再拨付勘探基金，勘探费用直接进

入油气成本更为必要。

增值税对我国油气企业也有不

利影响。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增值

税，其区别仅仅在于计算税基时如

何处理投资支出。一种形式允许纳

税人在计算税基时减去投资支出；

一种形式不允许纳税人在计算税基

时扣除投资支出，但作为替代有些

国家允许纳税人扣除投资资产在使

用周期内的折旧。前一种增值税对

纳税人没有直接影响，后一 种则有

负面影响。我国实行的是后一种增

值税，不允许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

税基时扣除投资支出或其折旧，这

对资本密集度高的油气企业有负面

影响。

（责任编辑  吴春龙）

问题探讨

拍 卖多种经 营基地的

做 法值 得 尝试

许召主

近年来，一些基层财政部门为

推动本地的山水资源开发，投资建

成了一大批多种经营基地。这些投

资，有的是采取借贷形式投入的，有

的是以参股和联办的形式投入的。

应该肯定，这些财政资金，对于吸附

劳动力、土地生产资料及社会零散

资金参与山水资源开发，对于推动

农村财源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是，从多种经营基地开发经营

的情况看，尚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

其中重开发、轻管理和财政投入资

金回收难、沉淀多是两大难治的痼

疾。如何存利除弊，促进多种经营基

地的健康发展呢？我认为，拍卖多种

经营基地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拍卖多种经营基地的基本运作

过程，就是将开发形成的多种经营

基地进行估价后，通过向社会公开

发布公告，竞价拍卖基地经营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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