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营企业所得税的课税所得额的计算

——《 关于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暂行规定》浅释之三

李 永 贵

一、正确计算课税所得额的重要性

国营企业所得税是以国 营 企业的所得额，即应税

利润额为征收对象。在税率既定的 情况下，正确计算

和核定课税所得额，是计算缴纳所得 税额的关键，也

是搞好国营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只

有正确计算课税所得额，才能较好地贯彻 “所得多的

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的不征”这个国营企业

所得税的征收原则；才能做到“依法办事，依率计征”，

确保税法的严肃性；才能较好地处理好国家、企业和

职工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保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

中头，个人得小头；才能较好地发 挥 税收的经济杠杆

作用和监督检查作用，有力地促进企业发展生产力，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显然，正确计算国营企业的

课税所得额，不仅是一项技术性工 作，而且是一项政

策性很强的工作，纳税单位和税务机 关都必须严肃认

真地对待，按照有关规定，把这项工作做好。

二、确定课税所得额的依据和计算

《暂行规定》 中规定： “国营企业所得税，以纳

税单位在会计年度内的实现利润为计 税依据。实现利

润按国家规定的有关企业财务会 计 制度计算。”可见，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是以国家规定的企业财务会计

制度为依据的。如何计算， 《暂行 规定》 作了原则规

定，即 “纳税单位的应纳税所得额，根据实 现利润，

减去国务院、财政部有关规定中允许扣除的不 纳所得

税项目的金额计算。” 现将几个主要行业 课税所得额

的计算公式列举如下：

（一）国营工业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 = 实现利 润+应补定额补贴收入+
其他单位转来的利润-分给其他 单 位的利润-归还基

建借款的利润-提前还清基建借款应 留给 企业的利润

一留给企业的治理 “三废”产品盈利净额-国外来料

加工装配业务应留给企业的利 润-归 还专项借款的利

润

（二）国营供销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实现利润+其 他单位 转来的利润

一分给其他单位的利润

（三）国营交通运输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 利润总额-归 还 基建借款的利润

-归还专项借款的利润-给企业的专项提留利润

（四）国营施工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归还小型技措借款的

利润

（五）国营商业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利润总额+定额补 贴收入-
归还基建借款的利润-归还专用借款的利 润-其他应

扣减的利润

（六）国营饮食服务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 利润总额-按规定 应 扣除的不征

所得税项目的金额

三、在计算课税所得额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

国营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实现利润为 计税依据的，实

现利润又是按国家统一规定的有关企业 财务会计制度

计算的。这就要求，对国家制定的现 行企业 财务会计

制度，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任何单 位 和部门不得

随意解释，擅立章法，自搞一套。

（二）必须搞清楚应纳税所得额 与企业实现利润

的关系。就一般而言，纳税单位 的应纳 税所得额与实

现利润，应该是一致的。由于政策需 要或者其他特殊

原因， 《 暂行规定》 将应纳税所得 额明确为： “根据

实现利润，减去国务院、财政部有关规定中 允许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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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纳所得税项目的金额计 算。”目前，这些不纳所

得税的项目有以下四项：

1 、国务院和财政部规定留给企业的单项留 利。

包括：治理 “三废” 产品盈利净额；提前还清 基本建

设借款应留给企业的利润；国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应

当留给企业的利润；国务院和财政部规定的其它专项

留用的利润。

2、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改 贷款项目投产后

实现的利润用于归还基建借款的部分。

3 、企业用专项贷款项目投产后 该项 项目新增利

润归还专项贷款的部分。

4 、分给联营单位的利润。这是为了 避免重复征

税，而由分得利润的企业与本身的利 润 合并计算交纳

国营企业所得税。

（三）必须从严控制以征收所得税前的利润归还

贷款。国务院批转财政部的利改税试行办法中规定：

“国营企业归还各种专项贷款时，经财政部门审查同

意后，可用交纳所得税之前该贷款项目新 增的利润归

还。”

（四）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列支问题。利

改税之后，现行按工 资总额11% 提 取 的 职 工福利基

金，均在成本（费用）中 列 支；超过工资总额11% 的

部分，不准计入成本（费用），在企业税后留 利中列

支。企业奖金（包括超过标准工资的计件工资、提成

工资、浮动工资），除煤炭企业的吨煤奖，国 家规定

的十种特定材料（有色金属、优质钢材、汽油、柴油、

重油、原油、焦炭、煤炭、电力、木材）节 约奖，以

及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仍在成本中列支外，其

余均在企业税后留利中列支。

（五）关于定额补贴收入应否并入 课税所得额征

税的问题。由于亏损企业不实行利改税，在得到定额

补贴收入后转为盈利的企业，国家与企业实行减亏分

成，仍不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而盈利企业的定额补

贴和其它补贴收入，应 当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组成部

分，与企业实现 利润一并计算交纳国营企业所得税。

（未完，待续）

税收讲座
第四讲  

增 值 税

隋 宗

增值税是以增值额为课税依 据 的 一 种税。这种

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法国最先实行的一个新的

税种。由于它在经济上 能 够 适 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

要，有利于工业实行专业化，在财政上能 够体现合理

负担，稳定财政收入，廿多年来受到国 际上的重视，

许多国家相继推行，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国 际 性的税

种。我国在试点的基础上，作为工商税 收 制度的一项

重大改革，决定从1983年 1 月 1 日开始，在几个行业

中试行增值税。下面谈谈增值 额的一般概念、增值税

的特征及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增值额的一般概念。要了 解什么是增值税，

必须了解什么是增值额。从理论上说，增值额是指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那一部分新价值。即从商品

总值C+ V +M 中，扣除 生 产 过 程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C之后的余额，即V +M 部分。这样，我们对增值额就

可以这样理解：

（一）就某一个生产单位而言，增值额是 这个单

位的商品销售额扣除购入商品额的余 额，这 个余额，

大体上相当于这个单位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二）就一项商品来说，不论其生 产 经过几个单

位、几个环节，这项商品的最后销 售额，即为这项商

品生产全过程的增值额。举例来说，某项商品最后销

售额为3，000元，经过三个生产环 节 完成，各环节的

增值与销售价如下：

甲企业生产原材料：销售额1，000元，增值额1，000

元

乙企业加工零部件：销 售额1，500元，增值额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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