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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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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82年世界银行软硬贷款借款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美元）及年实际增长率

单位：美元

（驻世界银行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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