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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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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性质讲，它同拍卖小型企业一

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产权

交易行为，其运作过程不是很复杂，

但它的意义是具有突破性的。

第一，拍卖基地可以巩固基地

开发阶段的成果，保护投资者的热

情。过去，一些基地开发后，未曾收

益先废置，即使受益也因周期太长，

投资者难以 得到及时和应有的回

报。采取拍卖形式，使开发阶段投入

的资金、劳动力在拍卖收益中得以

体现，有利于保护和发挥投入资金、

劳动力等利益各方再投入开发的热

情。

第二，可以发挥开发者和经营

者各自的优势，保证基地经济效益

的实现。从开发者来看，大都是财政

出资，政府组织劳动力开发的，具有

成本低、开发周期短等优势，而且较

之经营企业和 个体组织开发，更少

了许多扯不清的利益关系。对于经

营者来讲，则具有经营资金、科学技

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这样，

就能通过拍卖，促使两者优势互补，

相得益彰。

第三，可以加快财源建设的步

伐，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一般

而言，多种经营基地的开发，是以财

政资金为导向，通过吸附社会零散

资金及劳动力来完成的，这较之财

政资金单一投入开发基地，无疑是

资金使用效果的一次飞跃。如果采

取拍卖形式，将财政资金投入及其

他投入置换出来，就能够缩短资金

使用周期，减少资金沉淀，加速资金

周转，这就客观上使财政资金在使

用效果上完成了又一次飞跃。

第四，可以明晰产权关系，保证

开发经营各方的合法权益。由于多

种经营基地大都经营一些周期较长

的项目，加之开发阶段带有一定的

政府行为，到收益期往往出现一些

利益纠纷。通过拍卖，及时理顺了开

发阶段的各方的利益关系。经营阶

段，由于产 权明确，经营 者 利益清

楚，也就省却不少麻烦。而且，在经

营过程中，经营者也可利用产权交

易这种形式，实现经营权的再转移。

第五，可以加快农村实用技术

的传播，促进农村区域特色经济的

形成。经营者敢于收购基地，自然是

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作支

撑的，这就客观上促成了先进技术

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与基地结合，起

到一定的科技示范作用，这对于利

用科技振兴财源建设具有深远的意

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拍卖多种经

营基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速农

村财源建设的一种有效形式，值得

尝试，特别是分税制后，多种经营将

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项 主要财

源，山水资源开发将再度升温。相信

拍卖多种经营基地这一办法能够在

山水资源开发热中，发挥其应有的

功效。  （责任编辑  吴春龙）

经济天地

当
前

通
货
膨
胀
的

成
因
与
政

策
建
议苏

明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再次受到

通货膨胀的困扰，从 1993 年 开始，

已持续两年时间，而且是物价全面

上涨、物价上涨率愈来愈高、城乡物

价涨势趋同，并以食品价格上涨为

主导。可以说，这是 80 年代以来最

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也是当前国

家宏观调控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不是偶然的，是

和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相伴随

的，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供需总量和

结构失衡所造成的。深入分析，通货

膨胀的成因主要来自四 个方面：

（ 一）投资过快增长引致货币超

量供应。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片面

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加上一些宏

观调控措施没有跟上，各地区不断

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投资规

模，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G D P 的比重）大幅度提高。1993 年

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2 4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6% ，投资率

高达 38.7% 。1994 年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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