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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讲  国家预算收入

胡乐亭

本讲重点讲述国家预算收入的主要内 容及其主要

收入项目的预算设计，以便自学者 学 习掌握预算收入

设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一、国家预算收入的分类和内容

国家预算收入是国家有计划地将一部分国民收入

集中起来，通过国家预算分配的财政资金。预算收入

有多种分类方法：如按缴款单位的经济类型划分，按

缴款单位的经济部门划分，按缴款的税利等收入形式

划分等等。

我国预算收入基本上是按收入形式结合缴款的经

济部门进行分类的.我国国家预 算收支科目的预算收

入科目，是国家预算收入的统一分类项目，它概括了

国家预算收入的全部内容。预算收 入 科目，一般划分

为类、款、项三级。“类”一般按收入 形 式 划 分，

“款”和“项”一般按缴款的经济部门或税收种类划

分。1986年，我国国家预算收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工商税收类

“ 工商税收类”是原来各项税收 类的主体部分，

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

工商统一税、专项调节税、集体企 业所得税、城乡个

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车船使

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 屠宰税、 牲畜交易税、 集

市交易税、资源税、国营企业奖金税、国营企 业工资

调节税、事业单位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建筑税、

烧油特别税、盐税以及工商税收税款滞纳金、补税罚

款收入等。

（二）关税类

“关税类”是原各项税收类的一个税种。由海关

负责征收。关税是对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和物品征收

的一种税。

（三）农牧业税类

“农牧业税类”包括农业税、牧 业税、契税。农

业税、牧业税是国家向从事农牧业生产取得农牧业收

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四）国营企业所得税类

“国营企业所得税类” ，是利改 税第一步改革国

营企业利润缴款形式的转化。是国家对独立经济核算

的国营企业，按照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征收的一种税。

（五）国营企业调节税类

“国营企业调节税类” ，是国 家对大中型国营企

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剩余利润按 不同税率征 收 的一种

税。

（六）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类

“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类” ，包括未实行利改税的

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和资金占用费以及实行利改税的

小型企业上缴的承包费和租赁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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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类

“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类” ，是 把原来企业收

入类中暗扣的亏损补贴，改为在预算收入科目中明摆

出来的一个新的分类。

（八）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类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 入类” ，是对各

地区、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通过国家预算进行再分配

的一种收入形式。由国家集中 用 于 能 源交通重点建

设。

（九）债务收入类

“债务收 入类” ，其内容主要包括我国政府向国

外的各种借款收入和国库券收入等。债 务收入是凭借

国家的信誉，以国家政府名义，采用信用方式筹集的

预算收入。

（十）专款收入类

“专款收入类” ，其内容主要 包括：改烧油为烧

煤专项收入、征收排污费收入、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

入以及以港养港收入等。此类收入的特点是各项收入

用于相应各项的支出，属于专款专用性的收入。

（十一）其他收入类

“其他收入类” ，其内容是 以上各类收入以外的

一些零散收入，项目繁多。1986年的预算收入科目将

原来 “企业收入类”中的事业收入和外事服务收入也

移入 “其他收入类”，使其他收入类更加庞杂。主要

有事业收入、外事服务收入、各种罚没收入、对外贷

款归还收入以及追回赃款赃物变价收入等。

（十二）预算调拨收入类

“预算调拨收入类”，其内容 包括 平衡上下级财

政总预算的补助收入、 上解收入以及不属于当 年预算

收入的上年结余收入。 调入资金等。

二、国家预算收入的预算设计

国家预算收入按形式分类虽共有12类，但包含的

内容十分广泛，因此，预算收入的预算设计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现将其中主要收入项目的 预算设计简介如

下：

（一）工商税收收入的预算设计

工商税收目前在我国的预算收入中已居举足轻重

的地位，共有20多种税，涉 及生产、流通、消费各个

领域，但就其预算收入的设计方法来说，大同小异，

现仅以工商税收中主体税种产品税为例说明。

产品税是对从事生产和进口应税产品的单位或个

人按其销售收入或支付金额征收的一种税。

财政部门对产品税收入项目的预算设计，主要包

括工业产品，应税农、林、牧、水产品和进口产品等

部分。一般计算公式为：

产品税收入= 单位税额 ×征税数量

或：产品税收入=计税金额 ×适用税率

按照第一个公式，征税数量，以国民经济计划的

生产指标为依据。但由于有一部分产品国家规定可以

减税、免税，征税数量与经 济指 标 也可 能 不完全一

致。因此，在进行预算设计时，还要参照上年征税数

量与经济指标的比例关系确定征税数量。

单位税额，是根据上期的税源统计资料求得的。
单位税额虽没有直接反映征税数量、单位价格、销售

收入以及税率的关系，但它毕竟是按照上年的税额和

征税数量换算出来的。在税率和价格不变 的条件下，

它是编制预算时计算税收收入的一个 “常数”。
现以工业产品卷烟为例：

假设计划年度卷烟生产100，000箱，按规定全部纳

产品税。根据上年实际，每箱税额为300元，则卷烟的

税额为：

300元×100，000= 30，000，000元

按第二个公式，则计税金额必须区别不同的征税

对象和相应的适用税率，分别计算。对从事工 业品生

产的，以产品的销售收入、加工业务收入和规定的税

率进行计算；对收购应税农、林、牧、水产品的，以

国营、集体收购单位所支付 的金额 和 规 定的税率计

算；对进口应税产品的，以进口产品数量规定的计税

价格和适用税率计算。

现以工业产品原煤为例：

假设某地区计划年度原煤生产1，000万吨，课税数

量占90% ，每吨平均销售价40元，税率 3 % ，原煤的

税额应为：

计税金额= 40元 ×（1，000万吨 ×90%）
= 36，000万元

应纳税额= 36，000万元 ×3 %

= 1，080万元

对于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没有列出数量的非主要产

品，则参照历史资料和收入规律进行估算。

不论以哪种方法测算收入预算指标，设计收入预

算时，都必须考虑税制修改，税率、价格调整，税源

变化等的影响，从而使收入预算更加切实可靠。

（二）关税收入的预算设计

关税分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两种。进口关税是对

从国外输入的货物和物品征收的，出口关税是对输往

国外的货物征收的。

关税收入预算设计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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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收入=应税进出口货品数量 ×完税价

格 ×适用税率

应税进出口货品数量， 通常以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中的对外贸易计划指标为依据。完税 价 格，进

口关税以进口货物运抵我国口岸的 “到 岸 价格” 为依

据；出口关税以海关审定的 “离岸价格” 为依 据。关

税税率也分为进口税率和出口税率两种。

在实际工作中，通常按 “关 税收入= 应税贸易额

×平均税率” 公式设计。

（三）农业税的预算设计

农业税实质上是农民把一部分为 社会 创造的劳动

产品无偿缴给国家，建国以来，农业税收入 长期以实

物为主，以常年产量为计征标 准。从1985年起，为适

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经 国 务 院 批 准， 在不

改变农业税现有计算征收的基础 上，由以征粮为主，

改为按粮食 “倒三七”比例价（即 三 成按原统购价 、

七成按原超购价）折征代金。

农业税收入预算设计的计算公式是：

农业税收入=（计税土地面积 ×每亩 平 均常年产量 ×平

均税率-减免额） ×计税价格 （倒 “三

七”比例价）

（四）国营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的预算设计

国营企业所得税是以国营企业的所 得额为课税对

象的，这个所得额即是国营企业年度实现利润额。按

现行税法规定，国营大中型企业适用固定比例税率，

税率为55%；国营小型企业适 用 新 八 级超额累进税

率，最低一级税率 为 10% ，最高一级税率55% 。企业

上缴所得税收入指标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在实际工作中，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所得税的预

算设计，通常根据上年统计资料或典型调查资料，匡

算出某部门的平均纯益率（即平均利润）和平 均税率，

按该部门的计划年度销售收入，进行测算，其公式为：

的余额，占核定基期利润的比例，即为调节税率。
国营企业调节税的预算设计应与国营企业所得税

同时进行，以便在计算所得税的基 础上正确确定调节

税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再根据企业调节税 税 率计算

出调节税应纳税额。

（五）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的预算设计

国营企业上缴利润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预算收入

的主要形式之一。随着利改税改 革 的全面实施，绝大

部分国营企业缴纳所得税和调节税，利 润仅 仅成为国

营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的计税基 础。只有 少数大中型

企 业未实行利改税改革，这些国营企业上缴 利 润的预

算设计，通常由财政部门和企业分别 进行，企业对上

缴利润的设计，作为企业财务收支计 划 的一项内容，

通过主管部门汇总报财政部门。在实际工作 中，财政

部门对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是按 部门分别计算的 ， 方法

大体有两种：

1.直接计算法，就是按产品产量 计划指标计算。

具体步骤：一是根据上年该部门主要产品产量和利润

总额计算出主要产品的单位产品利润额；二是按上年

单位产品利润额和计划年度该产品的产量 计算出计划

年度同类产品利润额；三是按上年度该产品的单位成

本、 计划年度同类产品总产量和成本降低率，计算出

计划年度该产品的成本降低额；四是把按上年度该单

位产品利润额计算的计划年度同类产品 利润额，加上

计划年度该产品成本降低额（即因成本降低增加的利

润额），考虑计划年度其他因素对利 润的影响，计算

出计划年度该产品利润总额；五是 将利润总额（利润

合计）扣除企业按规定的留利，按规定以利润归 还的

贷款数等（该部门的其他 主 要 产 品，按同样方法测

算），最后即计算出该部门的上缴利润指标。

2.分析计算法，是对那些产品种类繁多、找不出

代表性主要产品的工业部门，如机械、轻工等 部门采

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以上年度产 值利润率为基

础，根据计划年度的产值、 成本、产品结构、价格、

税率、工资调整等因素变化，来计算工 业部门的利润

指标的。其计算公式如下：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利润额，扣除 企 业 留 利 和 归还贷款

后，即为上缴利润额。

国营商业企业等部门的上缴利润计算方法与工业

企业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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