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 明确征免界限，为搞好纳税鉴定创造必要的条

件。

其次，要调查现状，摸清纳税单位的供、产、销

各个方面的情况，以便确定纳税 范围。对各项收入，

不论会计核算上如何处理，均应严格按条例草案和财

政部规定的范围执行，不扩大，也不 缩小。例如：在

供应环节，要了解其外购材料的来源，购入 材料是否

需要经过发外加工，加工收回后是否再向外销售，外

购件销售时是否收取管理费或手续费，是否有进销差

价收入，等等。不要只注意自制件出售应予课税，忽

视了外购件进销差价收入的课税。在生产环节上，要

了解生产经营中的一般方式和特殊方式，主要 产品是

什么，兼营业务是什么，是自产为主，还是加工为主，

有无加工余料收益，有无下放产品返销后再销售的情

况，产品有无协作生产环节，等等。在 销售环节上， 要

了解销售渠道，是收购还是自销，自销产品的销售对

象又是哪些，产品中的合格品、副次 品、废 料下脚的

划分界限是什么，等等。此外，还要了解是否 有 招待

所，有无承接外单位的运输业务，技术转让，技术 服

务等收入。摸清了纳税单位的基本情况，是搞好纳税

鉴定的基础。

第三，对照比较。在学习税法、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把纳税单位原来使用的税率和现 在的生 产、经营

情况，与条例草案的税目、税率对照比较。看看哪些

产品的税率用对了，哪些用错了，哪些业务收入过去

没有征税，现在需要补充，一一详加审定。从 上海市

税务局开展的一次全面 纳税 鉴 定 来看，由于过去受

“从主业”定税率的思想影响，适用税 率不当的情况

相当普遍。如针织行业，以往大多 按 “主业” 针织品

8 %课税，实际上情况相当复杂，有的经营化学工业

的双氧水应按10% 税率计征；有的 经 营染料——增白

剂，应按18%税率计征；有的适用日用机 械工业——

缝纫机及零件税目的，应按10%税率计征；还有运输

收入和代理购销手续费收入，也均应按适用税率纳税

等等。在与企业办税人员经过对照比 较，提出纳税鉴

定以后，再在专管行业组内讨论，集 体进行审查，以

便集思广益，达到预定的要求。提 纳税 鉴定方案的过

程，既是把税收法令具体化的过 程，也是广泛宣传税

法的过程。是鉴定到户之前，必须抓好的重要 一环。

第四，鉴定到户。按照我们上海的 做 法，在鉴定

到户之前，先搞一个行业鉴定，明 确整个行业的适用

税率和征免范围，便于在同行业内就户鉴 定时有一个

规范可循，也便于主管公司配合，共同贯彻税收法令。

在行业鉴定报经上级审定后，再重点抓好鉴定到户的

工作。逐户鉴定方案经领导审核批准后，即行填写统

一的纳税鉴定表式，由税务机关正式行文给各纳税单

位，作为企业纳税的依据。

此外，对已经搞过纳税鉴定的 企业，还要根据纳

税单位生产经营的变化和税收法令的变 更情况， 及时

办理补充鉴定，不要拖延，以保证税收政策的及时贯

彻落实。

工作研究
试 谈 税 收 征

纳 会 计 核 算

于 会

编者按：五 十年代初，工 商税收 会 计 制

度曾规定分别从征纳和征解 两 方 面 进 行 核

算。 以 后 ，鉴于 大部分国营 企业实行 “三自 纳

税”办 法（即企业自行核税 ，自行填开缴 款书，

自行到银行 交 纳税款），乃逐步简化 了征 纳

核算方法。本 文所讲的意 见，可 供 做税收 会

计工 作的同志研 究参考。

会计的职能是 “反映” 和 “监督” ，它是 反映和

监督经济活动过程的工具。税收会计的职能，也是 “反

映” 和 “监督” 。 它要反映的， 是税 款的收入过程以

及贯彻执行税收政策， 依法 办 事， 依率计征的情况；

它要监督的，是税款是否及时足额 入 库，退库手续是

否严格，国家税款、票证是否安全等等。从核 算内容

看， 税收会计是从征纳和征解两个方 面 进行核算的。

税收征纳会计核算反映征收机关和纳税人 之间的征纳

过程；税收征解会计核算反映 征收机关通过银行的征

解过程。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核算 程 序。在五十年代初

期，这两部分核算中的指 标 既有区别， 也有联系。在

帐务上，征纳会计核算中各指标间的关系是：

应征数-已交数-未交数 = 欠税数

（注：未交数要指尚未超过规定限期的税款）

征解会计核算中各指标间的关系是：

征收数-解交数-退税数-提取款项= 结存数

在这里，征纳会计核算中的已交数和征 解会计核

算中的征收数是相等的，充分表现这两 部分核算的密

切联系，可起对照检查作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后来，征纳会计核算发生了变化，在 帐 务上， 征

纳会计核算变成只反映欠税数的增减 变化情况了。所

用指标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是：

滞纳欠税发生数-已交数-减销数= 欠税余额

这样的改变，就把征纳会计和征解 会计所用指标

的联系性掐断了，在帐务上，各自形成了两 个 独立的指

标体系。征纳会计中的已交数， 已不 再 同征解会计中

的征收数相等，失去了对照检查的作用。我 并不是主

张恢复原来征纳会计的做法，而是 认为 “滞纳欠税”

的概念不明确， 并且感到这种征纳会计在核 算上只反

映了月终欠税余额，没有反映滞 纳数，不便于考核征

管工作，不能发挥征纳会计核算及时监督 和 及时促进

加强征管工作的作用。在年终评比检查时，还要翻阅

过去的征收凭证，统计滞纳户次。

滞纳和欠税是两种不同的行为， 滞纳是指税款逾

期的迟交行为，欠税是指税款逾期未交的 行为，不能把

这两种不同的行为，用一个“滞纳欠税” 指数来表示。

为了使征纳会计核算既能掌握欠税 数，也能掌握滞纳

数的要求， 我认为征纳会计核算的指标及其 在帐务上

的关系应是：

欠税发生数-欠税已交数-欠税减销数= 欠税余额

在这里， “欠税已 交 数”实 际上 就是 “滞纳税

款”；欠税已交数在帐簿上所记载的 户 次，就是 “滞

纳户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要搞好相应的 帐

簿设置和记帐方法，加强滞纳、欠税的考核。

在记帐时，应当按日根据发生的征 纳会计事项、凭

证及时记帐和结算。对自办纳税企业的滞纳税款，如

果征收人员未及时填写缴款书， 将存根联报送税 收会

计入帐， 应将这部分滞纳税款补登帐，这样才能反映

滞纳和欠税的全貌，发挥帐簿的作用。

在加强滞纳和欠税的考核上，应 按期（月）考核

滞纳欠税户次占应征户次的百分数；欠税数占应征数

的百分数；欠税增减百分数。这三个指标的计算公式

是：

上式中的应征累计数= 累计征 收数+本月底欠税

余额。在考核欠税金额时，应征数可包括自收 和代征

的屠宰税。在考核滞纳户次时，自收和代征的屠宰税

户次不应包括在应征户次内。

总起来说. 我认为征纳会计核 算，是税收 会计核

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严格按照会计核算的程

序、方法和要求进行，及时地、无 错无漏地掌握应征

税款和滞纳、欠税情况，促进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充

分发挥税收会计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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