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收征 管

查补税没有过头  个体户继续发展

隋宗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随着党的各项

方针政策的贯彻 落实，个体经济有 了 很 大 发

展，对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扩大就 业门路，
方便群众 生活，促 进农村商品 生产 发展，起到

了很好的拾遗补缺 作用。但是，由于对个体税

收的征收 管理 不 力，税款流失相 当严重，据测

算，1982年，个体税收只征收 了应征税款的三

分之一左右。为 了严肃税收 法纪，维护国家和

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正 当经营，促 进个体经济

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的决 定，去年十 月 税

务总局发布了个体工 商业户必 须依法纳税的通

告。各地根据《通告》精神，结 合本地情况，
对个体工 商业户进行了税收 查补。对此，有的

人反映说：税收 查补工作妨碍 了个体工 商业户

的发展，税负过重，个体 户纷纷 交证停业 了。
由于过去个体工 商业户税负畸轻，对要求他们

补税有一些看法是可以 理解的。但有的同志，
对这种反映不加分析，随声附和地加以 渲染，
引起 了一些混 乱，因此 有必 要加以 澄清。

去年对个体工 商业户的税收 查补工 作，是

在各级党政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 积 极 配 合

下，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 则进行的。
针对过去对个体户税收 管理偏松的实际情况，
对偷漏税能如实申报，如 数补 交的个体户，只 补

税不罚款，查补的期限一般 以 当年为限。采取

的办法是自我申报，民主评议，税 务局核 定，

限期 交纳。从各地的执行情况 看，取得的效果

是显著的。一是使个体工 商业户的一部分偷漏

税款得以 收 缴入库，增加了 财政收 入。二 是使

个体工商业户明确 了对国家应尽的 义 务，增强

了 纳税观念和法制观念，提高了遵纪守法的自

觉性。三是通过平衡税收 负担，发挥 了税收的经

济杠杆作用，有利于调整个体工 商业户的行业

结 构和网点布局，使其更加趋于合理。调整税 负

后，据一些省、市调查，烟 酒行业税负稍重，
百货行业基本合理，饮食服务业的税 负偏轻。
因此，在城镇个体工商业户中，经营烟 酒的在

减少，百货行业稳中有升，饮食服务业逐步增

加；四 是明确 了 纳税界限，有利于农村专业户

和多种经营的 发展，使专业户不再担心这也征

税，那也征税 了，保护 了勤劳致富的积极性。
各地对个体工 商业户的税收 查 补 没 有过

头。从全国看，1983年个体工 商业 户营业总额

达210.9亿元，扣除免税部分，应征 税款9.38
亿元，实征税款5.1亿 元，占应纳税款的55 %。
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情况 看，个体工 商

业户的实际税负也是不重的。如辽宁省，1983

年实征个体 工商 业 户 税款仅占应纳 税 款 的

38%；河南省1983年实征税款占应 征 税 款 的

61.8%，该省还对开封市、洛阳市、宜阳县、

新郑县等地反映税 负重的典型户逐户进行 了调

查核 实，结果，这些个体工商业户的税负也都在

应纳税款的60～70% 之间。查补税收后，个体

户在继 续发展，纳税户数 在不断增加。据 有关

部门统 计，1983年，全国个体工 商业户已发展

到590多万户，比 1982年增加了326.5万户，增

长123.9%。
今年初，曾有人反映，河南省由于查补税过

重，个体户 交证停业的约 8 万户，占 全省个体

户 总数的20%。据 有关方面的调查，这个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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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河南省个体工

商业户不是减 少 了，而是增加的。1983年底，
全省个体工 商业户数 为42万余户，比1982年增

长 了52%，比 查补税收前 9 月底的户数增长了

12.35%。其中，开封市比1982年增长1.34倍；宜

阳县增长1.38倍，比 查补税收前增长24.6%；
洛阳市老城区在去年查补税收后的第四 季度，

个体工 商业户 又增长了2.2%；许昌 地 区去年

查补税收后的第四 季度，个体工商业户 又增长

12%。其它地区查补税后个体工 商业户的纳税

户数也是不断增加的，如山 西省增加了 2.2 万

户，湖北 省 增加了6.9万多户，江苏省增加了

5.8万 多户。
个体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停、歇业

的情况是正 常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 的。比

如，个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受价值规律的

制约，个体户相互之间、与国营集体企业之间

是有竞争的。这种竞争，虽然不是资本主义条

件下的 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但 也 有

“胜”“败”之分。国营、集体企 业 尚 且 有

关、停、并、转的情况，个体工 商业户同样也

会有停、歇业和转业的情况，有的 则只是迁移 了

营业地点。再如，个体工商业户作为市场流通

渠道的补充部分，其发展受社会购买 力和市场

容量的制约，总是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决 不

会无限制地发展。同时，个体工商业户的发展

受自 然条件、社会和家庭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

较大，停、歇业有时是难以 避免的。据 河南省

开封市、确山县、洛阳市老城区三个地区的调

查统 计，1983年第四 季度个体工商业户停业的

有521户，占这三个地区个体工商业 户 总数的

5.7%。在停、歇 业的521户中，经营西瓜、冰

棍、凉皮等季节性食品 的有168户，占32.2% ；

因招工、参军、升学而停业的有47户，占 9% ；

因资金、货源不足和经营不善而亏损 的 有149

户，占28.5%；因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而停业的

有70户，占13.4%；因在职职工 不准其家属经

商的有15户，占2.8%；因劳改判刑而 停 业的

有23户，占4.4%；领证 长期 未经营的有30户，

占5.7%；认为交税、费后，无利可图 而 停业

的有13户，占2.4%。个体工商业户，在 发展

过程中，停业、歇业的户数与新开业的户数相

比，占的比 重很小。个别地区，个体户的发展

暂时出现略微减少的现象，只 是 阶段 性的 变

化，是由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并不代表总的

发展趋势，说 “个体户到 了 无 法维持经营的程

度”是没有根据的。
对个体工商业户 查补税收的工 作，的确存

在着一些需要注意和改进的问题。如税收 宣传

工作薄弱，一部分纳税个体户和有关部门对税

收的意义和政策规定还不清楚。也 有的基层税

务工作人员，工作方法 简单，态度生硬，挫伤

了守法户的纳税 积极性。这些问题 需 要 进一

步解决，以 便 切实做好对个体工 商业户的税收

征管工作，促 进个体户的健康发展。

谈谈对保险业务

收入征税的几个问题

王 安 妮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发展，保

险业务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各种国内保险业务和

涉外保险业务逐步扩大，到1983年底，保险公司举办

的国内外各种保险业务已达70多种。为了适当调节保

险企业的经营收入，促进其加强经营管理，财政部决

定从1984年 4 月 1 日起，对保险公司经营的国内、涉

外直接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征收工商税。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工商税时，对 保险业务收入

是征税的。1958年随着税制改革，工商税并入了工商

统一税，同时停止了对保险业 务 收入的征税。这次对

保险业务收入恢复征 税，不论是 征 税 范围，还是税

率，都是根据我国对保险业务收入征税的历史情况和

目前保险业务的发展状况，按照有利于促 进 我国保险

事业发展的原则来确定的。
一、征税范围。这次对保险业务征收工商税的范

围规定为，对各级保险公司经营的一切直接保险业务

所取得的保费收入，其中，包括在国内城乡开展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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