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反派”说：“现在造反 了，还交什么税？把这臭

单子退给税 务 局！” 罗文林当 日 没有去交税，晚间，

妻子问他：“文林，你真听‘造反 派’的话不交税？”

老罗哈哈 大 笑说：“纳税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他们瞎

说我怎能听！” 第二 天，罗文林拿着纳 税 通知 和税

款，到税务局交纳了税款。
1983年二、三月间，税 务人员听说老罗生病，没

有去收他的税。老 罗病愈后找税务人员说：“我虽生

病了，但还有生意，有营业收入就应 该交税。”他主

动补 了 二、 三 月 份的税款。前些日子有人对他说：

“老罗，你已是古稀之年，可以向税务部门申请免税

呀。”他却说：“解放 前我是雇工 汉，解放后我有了

家，现在三个孩子都有工作，不是共产党使我翻身得

解放，就 没有今天的幸福家庭。眼下人人都为四 化建

设争做贡献，国 家财政又有困难，我怎能申请免税！”

他一如 既往，每月主动向税 务机关申报营业额，按期

将税款交清。

纳税光荣榜侯马电缆厂免税产品

提前半年纳税

张星志  李振纲山西省临汾地区税务局

邮 电部侯马电缆厂主动要求免税产品——小同轴

电缆提前纳 税，受到地区通报表扬。

侯马市电缆厂 生产的小同轴电缆，是邮电部1981

年确定投产的新产品 ，根据 财政部有关规 定，经山西

临汾地区税务局批准，从1982年初 到1983年底免征工

商税。1983年以 来，侯马电缆厂狠抓 了影响产品质量

的关键环节，组织 了 小同轴单管质量和铝 护 套焊接质

量攻关，使小同轴单管优质率和铝护套一次合格率分

别比上年提高了43.7% 和51.2%，小同轴电缆的成本

比上年同期降低 了16.4%。
侯马电缆 厂 在生产发展，产品 质量提高，成本降

低，盈利增多的情 况 下，厂党委、职代会一致认 为：

国家在电缆厂小同轴投 产 初期免征税收，为厂里发展

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经 济效 益提高了，也应该

想到国家，把按规定留给企业的 资金上 缴 国 家 一部

分。去年11月 4 日，地市财政、税务局研究批准了电

缆厂的请示报告，准予从1983年 7 月1 日 起 开 始 纳

税。去年 7—12月份已上缴工商税几十万元。

财政史话
我 国 营 业 税

发 展 简 史

冀 人

营业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

税．课征对象是营业的收入或收益I 所有

从事营业的人都为纳税义务 人．它的主

要优点t 一是税源普遍．有营业收入．就

有税收I =是弹性较大．税率的增减．可

以根据国家财政的需要而变化I 三是 负

担均衡．凡从事工商业的．都按统一的税

率课征；四是简便易行，课征对象容易控制，计算手

续比较简便。

在我国，古代就有类似营业税的税收。周代对

“商贾（音古）虞衡”课税，就属于营业税的性质。
汉代对商人征收“算省钱”，就是按商业收入或其资

本课征的。明代征收的“市肆门摊税”，也属于营业

税的范围，从明宣宗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起. 在

全国32个重要城市实施。据《大明会典》 记载，当时

征税的对象包括油房、磨房，车店、裱褙铺、店房、

砖瓦窑、菜园、果园等。到明 英宗正 统七年（公元

1442年），课税范围 又 增加了糖坊、茶食铺、缝纫

铺、绣作铺等。清代开征的当税、屠宰税（当时对屠宰

业或个人，是按重量乘肉价计算营业收入，也有按头

数征税的），直接按营业收入额课税，也属于营业税

性质。

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北京政府曾制定了《特种营

业执照税条例》 ，税率较高，推行不久，即停征。以

后，又仿照香港、澳门商捐办法，改课普通营业执照

税，各省也有自行举 办 营 业税的，但实行不久均停

止。唯有牙税、当税、屠宰税仍继续征收。

南京国民党政府 成 立 后，于 1928年 7 月制定了

《营业税办法大纲》 ，开 征 营业 税，并同时取消牙

税、当税、屠宰税（并入营业税内依照原税率征税）。
1931年 6 月修改制定《营业税法》 ，明确营业税为地

方收入，凡在各省、市内营业者，除向中央缴纳出厂

税的工厂或缴纳收益税的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银行以

外，均应交纳营业税。所称营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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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事业（但农业不在此限）。营业税税率依下列

三种标准课征，由各省、市按照本地营业性质及状况

分别确定：
（ 1）以营业总收入 额 为标 准的，征收其 2一

10‰；

（ 2）以营业资本额为标准的，征收其4—20‰；

（ 3）以营业纯收益额为标准的，按纯益额合资

本额的比例，分别适用税率为 2—10%；

其后，国民党政府又几经修改营业税法，1934年

6 月，调整行业分类，按 照营业总收入额或资本额的

大小，制定分级税率。1941年 4 月，国民党政府将营

业税改为中央税收，取消了按纯益额课税标准，一律采

用按营业总收入额课税，提高了税率。1942年将营业

税划归直接税署兼办，成为当时直接税系统五大税种

之一（其余四种为：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

遗产税、印花税）。1944年国民党政府对营业税实施

简化稽征，分别按企业的不同情况，根据其设备、生

产、营业季节、物价升降，按前三个月的营业额，分

月（季）先行发给缴款书缴纳税款，年终结算时查帐

核定全年营业额，实际改查征为预征。1946年，国民

党政府又进一步提高了课税标准。

全国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于1950年公

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 ，将固定工商业应纳的营

业税与所得税合并称为工商业税。凡在我国境内的工

商营利事业，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经营，一律依法交

纳工商业税。具体的课 税依 据，分别为营业总收入

额
、

营业总收益额或佣金收益额。分别税率如下：

（1）依营业总收入额计算的，税率为 1— 3 %；

（ 2）依营业总收益额计算的，税率为1.5—6%；

（ 3）依佣金收益额计算的，税率为 6—15%。

兼营两种以上的行业，分 别按其不同税率计征。

不易分别计算的，按较高税率计征。工商性质不易划

分的，依商业税率计征。全能工厂连续生产数种工业

产品且税率不同的，按较低税率计征。

课税以行为所在地为纳税地点，一般工业为销售

部门所在地；一般商业为成交 后 发货时开发票的地

点；运输业为装客发货地；营造业及包作业为施工地。
1958年税制改革时，将当时实行的货物税、商品

流通税、印花税，以及工商业税中的营业税部分合并

为一种新税，定名为工商统一税。遂即取消了营业税

这个税种。

当前，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挥税

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我认为.在税制改革中，根据新

的情况，制定和恢复营业税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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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财政学界对财

政起源问题的讨论很活跃，

各抒已见，各有见地。现将

讨论中对财政产生的条件和

时间，财政和国家的关系方

面的几种主要不同观点，包

括共同需要决定论、国家决

定论、经济条件决定论等，

分别简介如下：

一、社会共同需要决定

论。这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

新的观点.在财政学界有一

定的影响。

1、关于财政产生的条

件和时间：持这种观点的同

志认为，财政产生的时间要

比国家的出现早得多，财政

早在人类社会出现了剩余产

品，发生了社会共同需要的

时候就产生了。在原始公社

的母系公社时期，社会共同

需要已有很大的发展，当时

已经有了防卫性设施、公共

仓库、公共集会场所，已经

形成财政的雏型。到了原始

公社的农村公社时期.用来

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

分配活动，已成为独立的社

会分配活动，已是完整的财

政范畴了。他们把社会出现

剩余产品，看作是财政产生

的唯一条件。
2、关于财政同国家的

关系：他们认为，财政与国

家的关系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 的 关 系一样， 财政

属于经济基础，反映的是经济关系；国家体现的则是

政治关系。因而，国家不能产生财政，只能受财政的

制约和为财政服务。并且认为，财政为国家的产生和

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

3、对其他财政起源观点的看法：他们认为， 传

统的国家决定论使财政科学基本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相矛盾。因为传统的国家决定论，一方面承认财政是

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说财政是适应国 家需要而产生

的， 结果必然导致国家产生经济关系，上层建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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