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奶牛场加工配套、父母代种

鸡场，优质水果基地、鱼业基地、农村能源、林特

基地等，总投资额将达18 260万元，受益后，年

产值可达 34 059 万元，年可创利税 7 398.6 万

元。根据宜昌县的工业结构和生产发展状况，工

业方面，可在新建扩建和技改上安排 32 个项

目，其中扩建项目 3个，技改项目 16 个，新建项

目 13 个，它包括 4 万吨尿素生产线、石墨制品

系列开发、6 000 吨炸药生产线、喷露罐生产

线、西陵制药厂口服液生产线、硫酸厂、丁西磷

矿、钙镁磷肥厂、铝厂、制镁厂、引进关键罐头生

产设备、预制构件、镁橄榄石矿、农用纸膜等，总

投资额将达 6.5 亿元，全部正式投产后年产值

可达 9.72 亿元，年可创利税 2.27 亿元。交通方

面全县可安排 8 个项目，主要是“五站”、“三码

头”建设。总投资额将达 1 415万元，建成后年

可创产值 374 万元，年创利税 161 万元。财贸方

面，全县可安排 7 个主要项目，它包括商业贸易

和服务行业、粮油供应和粮油工业、蔬菜基地和

加工业，以及石油供应等，投资总额将达 5 300

万元，建成后年可增加销售额 18 400 万元，年

创利税 1 095 万元。社会发展方面，全县可安排

6 个主要建设项目，它包括旅游业开发、坝区自

来水厂、柑桔科技服务基地等，总投资额为

7 078万元，受益后年可创产值 5 202 万元，年

创利税 2 265万元。
上述项目实施后，共可创造年产值 13 亿

元，年利税近 3 亿元，这对宜昌县的财政经济建

设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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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方面对

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

税收负担问题非常关

心，有的根据企业上交

利税占实现利税比重来

分析税收负担；有的只

根据一个统计平均数而

论税负之轻重，提出要

调整税收负担。笔者认

为，税收负担是国家征

税加给纳税人的一种负

担，研究企业税收负担

要根据各个税种的征收

对象，税率高低、产品结

构、财税法规等多方面

因素来分析。下面谈点

看法，供有关方面研究

问题时参考。

一、关于税收负担

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资料分析，1991 年全

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

平均实际流转税税负率

为 7.72%，其中全民所

有制为 9.04% ，集体所

有制为 5.33%，外商投

资企业为 3.36%，其它

类型为 4.53%。不同所

有制工业企业之间的流

转税税负率是有差异

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

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产品结构不

同。产品税率是按产品

来设计的，不同的产品，

税率不一样，如甲级卷

烟 为 60%（现 降 为

52%），白酒为 35%，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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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布为 3%，水泥为 5%等。根据产品税收条例

规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的单位和个人生产

同一产品，不论其性质都按同一税率缴税。上述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流转税税负率是事后统计

数据，因产品结构不同，就是税率相同，计算的

结果也会不一样的。特别是象烟、酒、糖、成品油

等这些高税率产品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

业生产，扣除这三项高税率产品后不同所有制

工业企业流转税税负率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全

民所有制为 6.45% ，集体所有制为 5.28%，其

它类型为 3.57%。

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根据规定，外商投资企

业按 1958 年颁布的《工商统一税条例》缴纳产

品税，工商统一税税率除烟、酒、糖等个别产品

税率高于现行产品税率外，大部分都低。另外外

商投资企业也不交纳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附

加费，这两项税费是按企业缴纳产品税、增值

税、营业税税收总额的 7%和 2%附加的，因此

外商投资企业的流转税税负率比全民和集体企

业要低 7-9%。

从实现利润中上交财政部分所体现的税收

负担看，1991 年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盈利企业

实现利润中上交财政部分（包括所得税、利润、

承包费等），占实现利润比例为 35%。其中全民

所有制为 41%，集体所有制为 26.1%，外商投

资企业为 9.3%，其它类型企业为 20.4%。按税

法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所得税率为 55%，个

别利润高的企业还要交一部分调节税，实行税

利分流企业所得税率为 33%，税后留利按投资

分红。集体企业实行的是八级累进所得税，利润

超过 20 万元部分所得税率为 55%。私营企业

所得税率为 35%。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为

33%，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税率为

15%，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所得税率为 24% ，并且规定，生产性外商投资

企业经营期在 10 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

起两年免征所得税，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从上面税率看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负担是

不同的，但仅从税率高低分析还是不够的。比如

德国企业所得税率为 57% ，美国为 33%，为此，

我们问德国经济专家，是不是德国企业同美国

企业比竞争就不利呢？他们说不能这样简单地

对比，还要看其它的政策和国家给企业提供的

经济环境，德国企业很多社会福利是由国家搞

的，而美国主要靠企业自己搞。同样，分析我国

企业所得税负时也要进一步分析，一是全民所

有制企业基建和技改借款可在所得税前用利润

归还，集体所有制企业只能在税前归还 60% ，

外商投资企业、其它类型企业都是税后归还。二

是税后利润分配，股份制企业、合资企业税后利

润要按股分红，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税后利润

还要承担很多义务，如按规定所得税前要提留

社会性支出 10% ，税后利润上交 40%给乡用于

补助农业和社会性支出、发展乡镇企业等，1991

年乡办企业这两部分实际支出占实现利润分别

为 8.6%和 18.7% ，乡办企业实现利润中上交

所得 税加上这两部分占 实现利 润比 例 达

47.9%，比全民所有制企业税率 41%还要高。

全民所有制企业目前大部分实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企业名义所得税率很高，实际税率要低很

多，而且税后利润为企业所有。

有些同志分析企业整体所得税税负时，用

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相抵后的利润总额计算，

这是不对的。亏损企业不上交所得税，对政策性

亏损企业，国家财政还要给予补贴，对经营性亏

损企业由企业用以后年度盈利来弥补。因此测

算企业整体税负时用盈亏企业相抵后的利润总

额计算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税负情况，特别是全

民所有制企业亏损多，集体等其它类型企业亏

损少，1991 年全民所有制盈利企业实现利润与

亏损企业亏损额之比为 1 ∶ 0.48，集体所有制

和其它类型企业为 1 ∶ 0.31，外商投资企业为

1 ∶ 0.23，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自然全民所有

制企业所得税税负便高。

当然，在分析企业的税负水平时，还应考虑

到其他因素，如成本中交纳的税金。按照国家规

定，目前企业还要交纳烧油特别税、房产税、车

般使用税、印花税和土地使用税，这几种税在企

业成本中开支。外商投资企业因按工商统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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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产品税，税制合并时已经包括了印花税，所

以外商投资企业不交纳印花税。另外，外商投资

企业不交土地使用税，按规定交纳土地使用费。

其它所有制企业税率都是平等的。又如，国家先

后开征了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现行上交比例为 25%，全民所有制企业留利和

折旧基金都要交纳。经过几年减免，大中型企业

折旧基金已不再上交，1993 年 7 月 1 日以后所

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折旧基金都不再上交。

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税后利润要交纳两金，

折旧基金不交。外商投资企业这两项基金都不

交纳。

二、如何看待企业税收负担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全民所有制企业与

集体企业比较，税收负担差别主要是产品结构

和利润结构不同造成的，从税收法规上看，两者

基本一致。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税后负担比较

重，总体算帐，企业负担还要高于全民所有制企

业。只有企业交纳的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和预算

调节基金负担不同，今年 7 月 1 日以后，实施新

的财务制度，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折旧基金全

部免征这两项基金，也就一致了。实行新的财务

制度以后，统一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财务

制度，也可以说，今后全民所有制企业同集体企

业竞争环境也基本一致了。从不同所有制企业

经营环境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要好于其它所

有制企业，企业经营资金负债率，全民所有制企

业为 56.2%，集体所有制为 58.5%，中外合营

企业为 81.1%，其它类型企业为 66.1%，只有

外商独资企业负债率低，只有 37.4%。从不同

所有制企业税后净留利率看，全民所有制企业

也高于其它类型企业，全民的为 29.4%，集体

的为 26%，其它类型企业为 17.8%，外商投资

企业高一些为 31.9%。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国

民经济的主体，几十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

有的高利行业基本上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所垄

断，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上交财政多些，贡献

大些，也是应该的。

从税收法规看，外商投资企业不论流转税

还是所得税，都比全民、集体企业要轻。这也正

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鼓励外商投资

的政策。在目前，我国外资还不多的情况下，这

些优惠政策还要继续执行。另外，全民企业也

好，集体企业也好，也不能要求往外商投资企业

政策上靠，如都一样了，也就无政策可言了，就

现在的国家财政状况来说，也承受不起。

分析企业负担要科学，不能把不同税种相

加后统计的平均数据作为企业的实际负担，这

里面包含许多因素，不仅有产品结构问题，还有

利润结构问题；既有税收法规问题，还有实际执

行问题。税收还有最后负担人的问题，有的税是

可以转嫁出去的，如产品税，成本中开支的税；

有的是企业实际负担的，如所得税，上交的能源

交通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要准确地分析

企业税收负担，就应分别不同税种，从税收法规

入手，先看政策的差异，然后再分析不同产品之

间的差异，最后再分析实际执行上的差异，这样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笼统地算出一个平均数

据，就断言哪个税负重，哪个税负轻，是不科学

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有些部门和学者用企业上交的流转

税和利润占实现税金和利润的比重作为衡量企

业负担的指标，这是不对的。因为流转税是价外

税，是由消费者负担的，企业可通过价格转移出

去。流转税是不管企业盈利多少，只要销售了产

品就得缴税，世界各国皆然。差别在我国是企业

代缴，西方发达国家是在销售环节缴纳。从企业

产品税率看，甲级卷烟税率为 52%，白酒税率

为 35%，机制蔗糖税率为 22%，化妆品税率为

40%，棉坯布税率为 3%，电子计算机税率为

15% ，水泥税率为 10%，原煤税率为 3%，从这

些不等的产品税率中，我们怎能判断出哪个企

业负担重，哪个企业负担轻呢？从国际间比较

看，企业税负轻重都是看利润纳税比例，而不是

看流转税率。

三、减轻企业负担的几点设想

现在国有企业负担重主要表现不在税收方

面，而是长期债务和产品价格控制过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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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国有企业负担问题也要综合治理，多方设

法解决。

1.理顺价格关系，建立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的机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同其它类型企业比较，

产品价格控制过严，象煤、石油等产品国家财政

每年还要补贴 100多亿元。产品价格放开，或提

高到企业生产这些产品有合理利润的水平，财

政就可取消亏损补贴，也就有能力来减轻企业

负担。亏损企业财政要补贴，盈利企业又要少

交，财政本身不能生出钱来，自然矛盾不好解

决。

2.老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干企业技改

任务重，需要资金量大，应有选择地通过发行股

票和债券解决。靠财政减税让利来解决技改资

金不足，财政承受不起，也解决不了问题。

3.改革产品税制。目前实行的产品税率是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设计的，担负的功能多，

一是过去产品价格控制严，基本上不变，主要靠

产品税率的调整来调节企业利润水平；二是代

替了消费税的功能。产品税率应适合市场经济

的需要，能改征增值税的产品改征增值税。不论

产品税还是增值税，多数产品的税率应一样，保

持中性原则，个别如需要有差别的，差率也不能

太大。同时开征消费税，如烟、酒、糖、挥发性油

（如汽油）等产品征收消费税，从消费环节征收，

税率可根据资源紧缺情况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

设计，有高有低，由消费者承担。

4.推行税利分流，所得税率按 33%征收，

把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所得税率统一起来，

个别需国家鼓励发展的企业，如外商投资企业

或高新技术企业，税率可低些。全民所有制企业

多数可不实行税后分利，以增加企业内部积累，

对个别行业，如石化、电力、有色等可核定一个

税后分利的比例，并且根据不同时期国家财政

的能力和国家经济政策，适时调整税后分利政

策和比例。

5.开辟新的税源，减轻财政负担。减轻企

业负担需要有财力作后盾，目前国家财政困难，

就应寻找新的税源代替老的税源，才有可能为

老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减轻负担创造条件。如现

在向企业征收的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尽

管不太合理，但每年财政收入几百个亿，在财政

支出压不下来，其它收入又没有太大增加的情

况下，财政不征就过不去。现在的社会资金分配

已明显向个人倾斜，因此建议开征利息税、个人

所得税、证券交易收益税、房地产增值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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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亿元混库

所想到的……

丁秀英

1992年 12 月中旬至 1993 年 3 月中旬，财

政部前后两次组织了 500名中央企业财政驻厂

员，对驻各地中央企业 1991 年度和 1992 年度

就地上缴中央金库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以下称两金）、所得税及

石油、石化、电力、有色金属四个行业的产品税、

增值税、营业税（下称四税）缴库情况进行了核

查。历时 100天，共核查出“两金”、“四税”混入

地方金库金额为 20 亿元。其中“两金”混入地方

金库金额为 14 亿元。

20 亿元混库说明了什么？它告诫我们中央

财政收入流失是十分严重的；同时也告诫我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严肃法纪，加强财政监

督。

从这次核查的情况来看，中央财政流失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客观方面

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而很大程度上是

主观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因素来看，主要表现为目前我国财

税改革的不完善性。一方面，“分税制”、“税利分

流”等改革措施还不够彻底，从而使中央财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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