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以此为依据，在年终考核 评定后，折合成劳动股。

劳动股的设置，使企业职工参 与 了 两次 分 配。即企

业职工在按劳取得工资后（包括奖金、 福利），再以

劳动股取得一次税后利润。这种做法， 无 论是在理论

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不对的。它不仅违背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这

一原则，还违背了股份制出资取得股份的基本要求。

三、固定股逃避了工资调 节税。将企业结余的工

资（包括奖金）量化 给个人， 做为固定股，职工凭着

这部分股票，不仅可以分红，期满后，还可 以分到股

金。这种做法，实际上是 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

钩的企业，将结余下来的工资总额以股份形式发给了

职工，并以消费基金转化成生产基金为由，申请免征

工资调节税的一种形式。设置固 定股，不仅没有使消

费资金转化，相反是使 消费资金潜在地增长。同时，

也违背了财务制度中有关 “工资余额可以 作 为企业工

资负亏的资金来源，以丰补歉” 的 规定，是一种逃避

缴纳工资调节税的手段。

四、不同股权之间分配不平 等。这些试行股份制

的企业，在分配上，具有倾斜性质.有的对个人股既

分红又计息，且股息进成本。有的股票期满后，保本、

保息、分红，但不负亏，不承担风险。这种股票实际

上是一种集债券、股票好处于一身的特殊 “股票”。

这种股票，只能使国家利益受到 损害，使经营者及职

工个人的收入得到不应有的增长。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我建议：有关部门对现有

一些股份制企业进行一次清理，纠正一些有损于国家

利益的所谓股份制做法。同时，抓紧制定一整套企业

试行股份制的法规及国营企 业股份制试 点的 具 体办

法，成立专门 审批股份制企业的机构，并由专门机构

对其资产 进行评估审核，以便逐渐使企业的股份制走

向规范化。

世界之窗
瑞典在财政税收方面的一些做法

许 文 清

最近，我们对瑞典的财政税收方面的一些做法进

行了考察，现简要介绍如下。

一、财政体制分为三级，各级财政收支范围都有

明确的 划分。瑞典是 王国，政权 分为 三级，即中央

（联邦）、州（省）、地方（市、区）。财政体制也

相应分为三级。财政收入按税种划分，税源 大的主要

税收归中央，税源小的比 较分 散的 税收归地 方。例

如，瑞典规定只有中央才能向公司征税，各地方一律

不得征公司税。财政支出同各级政权的职能相适应。

国防、外交、偿还国债、社会 福利（包 括退休、 养老

和失业救济）等支出由中央负责。省级政 府负责医院

和交通支出，市政府负责教育和市政建设开支。

二、财政的集中程度比较高。1988年瑞典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65% ，为了增加中央政府

的财力，瑞典80年代以来曾采取了以下 几 条 措 施：

（ 1）减少中央对 地方拨款；（2）强迫年利润超过

100万克朗的企 业把利 润的20%无息存入中央银行，

作为特别投资基金；（ 3）把原属地方的某些税收改

由中央征收；（4）对保险公 司一次性征税 150 亿克

朗，拿到政府手里。国家手中强大的财力，保证了政

府的开支，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能力。

从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比 重 来 说，

1988年瑞典全国财政支出为6 490亿克朗，其 中 中 央

政府支出3 640亿克朗，占56%；地方政府 支 出2 850

亿克朗，占 44 %。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有四分之一是

来自中央政 府的拨款，如考虑到这一因素，则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7% ， 地方财政占全国财

政 支出的比重为33%。

三、税负较高，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和消费。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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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税负国家，有70多种税， 但同多数人有关 系的 不

过 5 种。瑞典运用累进所得税率和对某些高档 消费品

征特种商品税等手段，调节收入和消费，促使 社会分

配的公平。瑞典的主要税种有两 大类：

1 、直接税。包括所 得税、 海 员税、 礼品税、 遗

产税和股票红利税。这些税的课征对象是居住在瑞典

的自然人和法人。所得税是直接税中的最主要税种，

其收入约占国民 生产总 值的19.5% ，占财 政 收 入的

33.6%。瑞典的所得税包括国家所得税、国家房产税、

国家财产税和地方所得税。国家所得税、国家房产税、

国家财产税的课征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课税所得

包括工资收入、资本收入、农 业以外的其它固定资产

收入、农业不动产收入、从事职业以外的其它 活动的

收入和临时工作收入，所占 比重分 别为86% 、3.5 % 、

1 % 、 1 % 、 6.5% 和 2 %。可 见，从工资 收入 征收

的所得税占主要部分。凡全年居住在 瑞典的自然人，

年收入超过7 500克 朗 者，都 要交纳国家所得税。有房

产的自然人要将其房产保险 值的10.5% 作为应 税额交

纳国家房产税。财产超过40万克 朗的自然人要交纳国

家财产税。年利 润超过1 000克 朗的 法 人（指企业和

经济联合体），都要交纳国家 所得税。上述 三种所得

税的税率是超额累进制，税率由议 会决定。1986年自

然人交纳国家所得税的税率最低为 4 %，最高 为50%。

股份公司和经济联合体交纳国家所得 税的 税率是固定

的， 1986年为52% ，较小的非股份公司形式的经济组

织的税率为40 % 。

地方所得税包括市政区、省议会、教区三 种税，

课征对象只是自然人，实行比例税率。瑞典有24个省、

284个市政区，各地规定的地方所得税 税率不尽相同，

一般市政区的税率为15% ， 省议会的税率为14% ，教

区的税率为 1 % 。三 项合计 为30 % （1986年实际平均

为 30.37% ）。

除了运用差别税率 以外，瑞典还通过 扣除规定来

调节收入。纳税自然人都享受基 本扣除权，1986年规

定全年收入 低于7 500克 朗的 部分，免 交所得 税。对

低收入者除基本扣除之外，还规定有若干特殊扣除，

如来往工作地点的交通费、个人借款或分期付款的利

息、 长期患病者和残疾人的医疗补贴等。对独身抚养

18岁以下孩子和已婚妇女丈夫没有收入者还 规定可以

减税。

对于法人也规定有若干扣 除项目，实际的税负低

于规定的52%的所得税税率。

2 、间接税。包括消费税（即增值税）、 特种商

品税和关税等。占财政 收入 的23.1 % 。增值税是最大

的税源之一，对所有商品和劳务都 课征，税率 为19%。
特种商品税约有20多 种。其中主要有电力税、水力税、

汽油税、 巧克力税、 烈性酒和啤酒税、 冷饮 税、彩票

税、 娱乐游戏税、印花税、 有价证券 税、购买新车税、

广告税、 录音机税、 录相机税、 烟草税和旅游税等。

特种商品税收入占全部税 收的10% 左右， 具有调节消

费的作用。

四 、 设立社会 保险税，保证 社会保 险的资 金来

源。瑞典的社会 保险税也是一种间接税，是雇主为其

雇员交纳 的一种福 利 税，约占 工资额 的35%。其中

养老金 占工 资的9.45% ，普通补充 养 老金 占工资的

10.2% ， 疾病保险金占工资 的9.3%。此 外还有雇主

市场费、 部分退休金费、 工伤保险费等。个体企业主

的社会保险税由自己支付。1985 年社会保 险税占财政

收入的21.2% ，共 收入1 187亿 克 朗。

五、进行税制改革。瑞典由于 税负过高， 给经济

和社会带来了许多 问 题。高税率 损害 了中低 等收入

者的利益。瑞典开始实行超额累进税制 时，目的在多

征高收入者的税，让多数普通收入 者的税负不高于平

均税率。但随着通货膨胀率的 增长，税收 超额累进部

分涉及到的普通收入者越来越多。高税率还导致广泛

的逃税漏税，并引起瑞典人才 和资本外 流。随着瑞典

经济国际化的深化，瑞典和其它竞争 国税率上的差别

导致瑞典人才和资本流入较低税率国家。从 20世纪60

年代初开始，瑞典在国外的直接投资显著增加，现在

国外的子公司75% 是1960年 以后设立的。 1983年瑞典

80家公司在国外子公司的瑞典籍职员人数达 31万人，

占这些公司总人数的43%。从1975年到1984年， 瑞典

在国外投资一直高于外国在瑞典的投资。

针对上述问题， 瑞典从1982年 即着手进行税制改

革。但由于涉及各方 面利益的 调整， 改起来不那么容

易， 几年来动作不大。最 近，瑞典政府 又提出了税制

改革的五条原则：降低税率；限制 扣除；实行统一的

合理的资本所得税；简 化税收 规定；不减少国家财政

收入。并从1989年起实行 税制改革。

六、 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和鼓励投资。瑞典

十分注意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和鼓励公司企业的

投资活动。其 作法是：

1、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对于公共部门投资（包

括各级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门）， 瑞典政 府采取通过预

算拨款或行政指令进行直接控制和调节。对于私人公

司企业投资（约占总投资的一半），政府主 要通过经

济手段进行调节，有时还辅之以法律手段。主要是：

（ 1）投资税与投资补贴。在经济发 展过热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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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或对某些行业的投资）进

行征税，而在经济不振时， 可以减免 税收， 甚 至进行

投资补贴。（2）投资基金。早在1938年，瑞典政府

为了抑制当时人们对投资的过度需求，在股份公司和

经济联合体内部，开始试行投资基金 制度，即允许企

业设立专门帐户，用其税前利润建立投资基金。只 要

投资基金的使用不违背政府的有关 规定，对其划入投

资基金的利润和用投资基金 进行的 投资，免 征 所得

税。为了进一步增强国家调节和控制投 资的能 力，瑞

典政府于1955年对投资基金制度进行了较大修改， 主

要是规定企业将利润转作投资基金的最高限额不得超

过其税前利润的50% ，投资基 金帐户由原 来设在企业

改为设在银行，企业必须按规定的比 例将投资基金的

一部分无息存入 中央 银行 的一 个 固定 户 头冻 结起

来，并规定投资基金只准用于林业和政府指定的工业

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1963年，对投资基金的使 用条

件作了一定程度的放宽，即允许企业在获得政府批准

的前提下，用其冻结在中央银行帐户中的投资基金补

充生产流动资金。1985年规定将企业投资基金无息存

入中央银行的比例提高为75%。企业需要使 用投资基

金时要先提出申请，政府可根据经济发 展的需要 决定

在某段时间（或者某些行业或地区）放宽投资基金的

使用。但未经批准使用投资 基 金，除 需补交 所得税

外，还要处以一定的罚款。

2、利用税收杠杆刺激企业增加内部积累和投资。

瑞典对公司企业实行双重征税，即在 征收企业所得税

之后，对税后利润分红还要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税率实行累进制，高收入者的所 得税边际 税率往

往超过70% ，高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52%），

从而大大抑制了大股东们多分少留的欲望。同时政府

还利用税收政策对企业增加储蓄和 投 资 给予 许多优

惠，从而刺激企 业将 绝 大 部 分利润留在企业用于投

资。

七、采取措施，努力减少财政赤字。瑞典在七十

年代石油危机时期，财政赤字猛增，最多时达国内生

产总值的13.5%。政府采取的措施是 减少国内需求，

压缩政府开支，减少食品补贴、 住房补贴和对亏 损企

业（主要是造船业）的补贴，减缓工资和养 老金的增

长速度，使克朗贬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刺激国外

需求。到1988年， 瑞典财政赤字已压 缩到只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1 %。

简讯·书讯
弘扬中财光荣传统 认真总结办学经验

今年10月22日至23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举行了

“庆祝建校40周年学术讨 论会” ，来自全国24个省、

市、 自治区以及香港地区的 300多 名校 友欢聚一堂，

分别就财政、金融、会计等方面的专题进行了学术交

流，共同庆祝母校的节日。举行开幕式时，国 务委员

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兼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

李贵鲜，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 项怀 诚，国家税务局

局长金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国家国 有

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原财政部代部长戎 子和，财

政部特聘顾问田一农、 陈如龙等领导同志前来祝贺，

并同财院师生、 校友 代 表合 影留 念。王丙乾、 李贵

鲜、 戎子和等同志还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回 顾

了中财院艰苦创业的建校历史，并热情勉励广大教职

员工，为把中财院办成一所高质量、 有特色的财经高

等学府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 为国家 培养出 更多的合

格人才。  （孙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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