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调 整 农 村 社 队 企 业 和 基 层 供 销 社

工 商 所 得 税 税 率 的 宣 传 提 纲

本刊讯：财政部税务总局最近检发了 《关于调整

农村社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工商所得税税率的宣传提

纲》 ，现刊载如下：

为了 平衡税收负担，完善税收制度，进一步发挥

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关于调整

农村社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缴纳工商所得税税率的规

定》 ，这对税制建设 和集 中 资 金，保证国家重点建

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调整税率的必要性

党的十二大提出，力争在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的

年总产值翻两番。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要集中财

力，保证国家以能源、交通 为中心的重点建设。 “重

点上不去，全局活不了”。要把重点搞上去，就需要

资金，国家就要有积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但是，最近几年，财政资金严重分散，生产上去了，

国民收入也增加了，而财政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因

此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了。

税收是国家集聚财政收 入 的 重要 手段。这些年

来，农村社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根据国家税收政策，

为积累四化建设资金做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计征

工商所得税方面，由于税率不统一，也存在一些问题，

这主要是企业之间税负不平，征收管理不统一，使应

该计征的工商所得税没有足额地收起来。

农村社队企业，原来按20%的比例税率交纳工商

所得税。这个税率较低，对社队企业的发展起了积极

扶植的作用。随着社队企 业的 发 展，1981年、1982

年，国务院对其税收负担进行 了 两次 调 整，特别是

1982年的调整，在所得税上规定，城市郊区的社队企业

以及开设在城市、县属镇的社队企业，生产烟、酒、

糖等二十种产品和经营商 业的 社 队企业，其所得利

润，一律改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不再执

行20% 的比例税率和三千元起征点的规定，通过这两

次调整，适当地平衡了各种经济成份 之间 的 税收负

担。但是，事物的发展 总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又由不

平衡到平衡的。在解决了 部分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

业税负不平衡的矛盾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

就是社队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衡，特别是城市郊区、

城市和县属镇内的社队企业与毗邻的农村社队企业，

由于区划关系，往往只因一条街、一道墙之隔，这边

执行八级超额累进税率， 那边却执行20% 比例税率，

生产条件相差不多，税负却相差较大。这就会使一些

企业想方设法迁移厂址，而使一些应征的工商所得税

跑掉了，而有些企业则凭借资金多 和 税 负 较轻的优

势，继续盲目投资建厂；一些 地方， 把社队企业当成

小钱柜，盖办公楼、高级招待所，搞不正之风， 养活

编外非生产人员……。这些都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财

政资金的流失和分散。另外，由于行业间、地区间税

率不统一，征收办 法不一致，这给企业核算也带来了

困难。尤其是既生产一般产品又生产二十种产品的农

村社队企业，其管理水平和核算水平，远远不能适应

分开核算所得额的 要求，这就增加 了 征 收管 理的困

难，也容易造成漏税。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将农村社

队企业一律改为按八 级 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就显得十分

有必要了。

基层供销社多年来一直按39%的比例税率交纳工

商所得税，不管企业盈利多少，都按 同 一 个 税率纳

税，不能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此外，中央已经明确，

基层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因此，把基层供销社

也改为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工商所得税，使其在

负担水平上与其他集体企业一致也是十分必要的。

农村社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在改为按八级超额累

进税率交纳所得税后，利润少的 少 征，利 润多的多

征，企业盈利同其应负担的税收同步增长。这体现了

合理负担政策，解决了企业间的苦乐不均，支持了贫

穷地区 底子薄、基础差、盈利少的中、小企业，也能

促使那些盈利较多的企业加强成本核算，提高经济效

益，在同等纳税的 条件下开展竞争。

从税制改革方面看，城镇集体手工业、交通运输

业、合作商店都已经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了，农村

社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也一律实 行八 级 超 额累进税

率，各类集体企业的税率就一致起来了，进一步完善

了工商所得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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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税率的可行条件

农村社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调整税率，不仅是经

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也是可行的。
从调整税率的范围看，1982年已有不少企业改按

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工商所得税了，这次调整的，

只是开设在农村的企业，范围不是很大。

从负担税收的经济能力看，由于落实了党对农村

的各项政策，社队企业生产发展很快，1982年总收入

已达772亿元，比 1981年增长15%，实现利润达128亿

元，扣除减免税因素后，社队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利

润仍有115亿元，1982年社队企业交纳的所得税额，占

企业实现的利润还不到10%，这说明社队企业已有相

当的积累和负担能力；基层供 销社1982年实 现利 润

121，800万元，按39%的税率计算，征税47，500万元，

税后利润尚有74，300万元，留利也是不少的。根据测

算，基层供销社改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后，总的

负担水平仍在40% 左右，与原税负比较并没有提高。

因此，将农村社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一律改按八级超

额累进税率征税，是有条件的，是有负担能力的。

三、调整税率后还有哪些减免税照顾

为了继续支持农村社队企业 和基层 供销社的发

展，这次调整税率，对原来的一些 减免税的照顾规定

基本上保留下来了。这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就 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减免税的规定。如：新

办社队企业在开办 初期经营有困难的，可给予免税一

年的照顾；社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包括革命老根据

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社队企业，按八级超额累

进税率纳税有困难的，可给予定期减征照顾；经营农

产品初加工、小水电、小火电、开矿的社队企业，交

纳所得税有困难的，可给予定期减税照顾；灾区社队

企业从事自救性生产，可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减征或免

征照顾。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工商所得税的

税率，体现着国家的税收政策，关系着国家、集体、

个人三者利益。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合理地调

整所得税税率，是加强税收管理和集中资金的一项措

施。当前. 在国家财力不足，资金 严重 分散的情况

下，为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而集中资金势在必行。我们

希望，有关部门和农村社队企业、基层供销社，都要

坚决贯彻执行这一规定，从全局利益出发，以国家利

益为重，积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给国家创造更

多的积累而努力奋斗！

资 料

世界银行公布1982年软硬

贷款借款国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数及1982年实际增长率

世界银行计算借款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的目的

有三 个。第一是 用来衡 量能否借用国际开发协会

（ID A）软贷款；第二是确立借款国可否享受世界银

行关于土木工程招标 7 %的优惠待遇，第三个目的则

是规定世界银行（IBR D）硬贷款的偿还期限，究竟

是20年、17年还是15年。
从1976年至1981年，世界银行每年按照美国国民

生产总值缩减指数调整享受上述各项优惠待遇的标准

和各借款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但是1982财政年

度，研究能够借世界银行硬贷款的最高标准（按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数计算，即：毕业线）时，决定改用特

别提款权（SD R）缩减指数（注）换成美元的办法，

而不再使用美国国民生产总 值 缩 减指数作为调整指

数。由于 1982 年间，特别提 款权 缩减指数为 101.5
（1981年为 100），世界银行算出1984财政年度间各

项标准（按1982年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
为：

可享受土木工程招标 7 % 优惠  410 美元

可 享受ID A软贷款和IBR D

硬贷款20年偿还期  805美元

可享受IBR D硬贷款17年偿还期  1，670美元

可借IBR D贷款的上限（毕业线）  2，910美元

关于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数的计算办法，意见各

异，尽管绝大多数会员国支持采用特别提款权（SD R）
缩减指数的方法。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世界银行

仍在继续研究、探讨和比较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附表是世界银行计算的各借款国1982年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数及1982年实际 增长率。我国为310美元，即

可享受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土木工程招标 7 % 的优惠，

也可享受ID A 软贷款和IBR D硬贷款20年偿还期。

（注） ：缩减指数——即计算 货 币价值变动的指数。在美元

价值变动指数的计算方法上，美国政 府 和世界银行所采用的

方法不同。多 年 来，美国政府计算出的美元贬值率低于世界

银行得出的美元贬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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