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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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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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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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企业完成产品：销售额3，000元，增值额1，500元

这样，这项商品的最后销售额3，000元，恰为其三

个生产环节的增值额1，000元、500元、1，500元之和。

应当指出，增值税与其他税种一 样，是为国家的

特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服务的。各国 在具体采用增

值税时，作为增值税课征依据的增值额，一般是在理

论基础上规定的法定增值额。就是说，各个国家根据

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要求，所规定的扣除项目，并不完

全等于理论上的C，因而所确定 的增值额，也不完全

等于V+M 。

二、增值税的特征。本篇开头已说到，增值税是

以增值额为课税依据的。现仍以 上面的数据为例，如

税率为10% ，根据甲、乙、丙 3 个企业的增值额，甲

企业应纳税100元，乙企业应纳税50元，丙企业应纳税

150元，三个企业应纳税之和为300元，也恰为这项商

品销售总额的10%。由此.对增值税的一般特征，就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增值税是按企业 各 自的 增值额 征税。这

样，可以有效地排除重叠征税和由此导 致的税负不平

的问题。

（二）按各个生产环节的增值 额道道征税，征税

的多少与各个生产环节的增值额大小相一致。因而，

它在征收上具有普遍性、连续性和税收负担的合理性

等的特点。

（三）就一项产品而言，不论是由一个单位生产

或几个单位协作生产，只要最后的销售价相同，所纳

的增值税额也是相同的。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增值税是一种道 道征税而

不重叠征税的税种，税 负不 因 生 产 结构的变化而变

化，具有合理性和稳定性。

三、我国试行增值税的范围和采用的计税方法。

我国的增值税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为适应工业改

组的需要并为稳定财政收入 ，于1983年开始试 行的。财

政部1982年12月29日颁发了《增值税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 《暂行办法》），决定第一步先在生产机 器机械、

农业机具（以上包括零配件）、缝 纫机、自行车、电

风扇的企业中试行，并规定采用两种计税方法，一是

“扣额法” ，一是 “扣税法”。

“扣额法” ，是一种以产品销售收 入额扣除法定

“扣除额” 之后作为法定增值额，依率计征的方法。

由于这种方法要求直接依据增 值 额 征 税，所以也叫

“直接征税法” 。按照 《暂行办法》 规定，这个 计税方

法，暂只适用于机器机械和农业机具两类产品。 “扣

税法” 又叫 “税金扣除法”，这种方法与 “扣额法”

不同，不依增值额计征，而是以企业产品销售额的应

征税金减去购入商品的已纳 税金（限于法定部分，下

同），作为企业销售商品应纳的增值税。因而，这种

方法也叫做 “间接征税法”。目前暂只对缝纫机、自

行车和电风扇三项产品试行。在试行初期，分别产品

在不同范围运用两种不同的计税方 法，其目的在于通

过实践进行比较，以便总结出一套适合我 国 情况的计

税方法，以利于增值税的进一步推广。

不论是采用“扣额法”还是 “扣税 法”，都属于

“购入扣除法”，在计税时都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两种方法在计算扣除额时，均以购入数额

为依据，一般不以实际耗用数额为依据。

（二）产品销售收入是计税的 基 础。企业的产品

实现销售，即发生纳税义务。如果企业没有须要扣除

的商品购入额或税金时，按 照 销 售 额依率计算的税

金，即为企业的应纳税金。

（三）企业购入商品，在计税上须扣 抵其金额或

其已纳税金，但只能在企业实现销 售收入、发生纳税

义务时进行扣抵。如果企业在购入商品的 当期没有发

生销售收入，这部分购入商品的金额或已纳税 金，就只

能延至以后企业实现了销售收入、发生了纳税义务时

再相应进行扣抵。如果企业当期购入的商品金额或其

已纳税金数大于当期产品销售额 或应纳税金时，其不

足扣抵之数，也应该延至后期扣抵。这种情况，在实

际经济活动中是经常发生的，要使应扣抵的数额随着

产品销售而 准 确、及时地进行扣抵，企业必须在有关

会计科目下设立子目，核 算 增 值 税的交纳和扣抵事

项。

（四）按照 “购入扣除法”的原 则，企业购入商

品的金额或其已纳税金，都要从产品销售额或应 纳税

金中扣抵，因此，企业的购入商品凡 是没有用于生产

应纳增值税产品的，比如用于基建、福利设施或转让

销售等，均应作为自制产品销售，依法纳税。

四、计税方法中的扣除范围。不 论 是 “扣 额

法” 还是 “扣税法” ，计征时都涉及到一个扣除范围

问题。按照《暂行办 法》 规定，适用 “扣额法”的机

器机械和农业机具这两类产品，允许从产品销 售额中

扣除的是外购的原材料（包括原料及主要材料、辅助

材料、外购件）、燃料、动力和计入 产品 售价之内的

包装 物等的金额；适 用 “扣 税 法” 的 缝纫机、自行

车、电风扇三项日用机械产品，允许从产品 销售应纳

税金中扣除的限于外购的零配件在工 业 环节的已纳税

金。三项日用机械产品的机外配件、工具 件和自行车

的内外胎，即便是外购的，由于税率设计中没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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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扣除因素，因此，这部分已纳税金不在扣除之列。
《 暂行办法》 所规定的扣除范围，虽然没有把全部物

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如固定资产折旧、低值易耗品等）

包含在内，但这并不影响按增值 征税的实质。在目前

阶段，根据产品的不同情况， 分别把导致税负不平的

主要闪素纳入扣除范围 是 恰 当 的，既有 利于平衡税

负、贯彻合理负担的政策， 又可以简化征收手续。

五、税率设计。增值税的税率 是从一项产品的整

体税负来考虑的，无论是 “扣 额法” 或 “扣 税法” 所

确定的税率，实质上都是国家以 增值税形式从这项产

品总值中提取的份额。如某项产品的总值为300元，由

二个企业协作完成，甲企业完成 总值的60 %，增值额

为180元；乙企业完成总值的40% ，增值 额为120元；

以10% 的税率征税，甲企 业 为18元，乙企业为12元，

两个企业实纳税额之和恰为这项产 品 总值的10%。目

前纳入增值税试行范围的产品的税率，就是 基于这一

原则. 在基本上保持原有税负的前提下从低设计的。

从表面上看，机器机械及其零配件的税率定为10% ，

农业机具及其 零配 件 的税率 定 为 6 % ， 缝纫机定为

12% ，自行车定为16%，电 风扇定为26% ，大都比原纳

工商税的税率高了一些，但减去法定 扣 除因素之后，

实际税负并不增加。因此，就一 项 产品来说，实行增

值税既不是加重企业的税负，也不是要减轻 企业的税

负，而是为了使全能厂与非全能 厂的税负趋于平衡，

使负担更加合理。具体到企业，由于各自 的生产结构

不同， 增值额的大小不一， 税收负担 较之试行增值税

之前是会有变化的。一般说， 全 能程度高的企业，由

于原来的税负低于社会平均税负， 试 行 增值税， 税负

要相应地增加一点；以协作生产为 主的专业化企业，

由于原来的税负高于社 会平均税负，试 行增值税，税

负要相应地减少一 点。这 正是按增值额征税合理调整

税负的必然结果。

六、增值税的征 收方法。征收方法是计税方法的

具体运用， 《暂行办法》 规定，增值税 的征收方法有

三：

一是，对于购销计划衔接较好、购销比较均衡的

企业， 可以采取按征收期分期结算的征收方法。

二是， 实行分期结算征税方法 有困难的，可以采

取定率分期征收、年终结算的 征收方法。即：按纳税

人上年增值额或增值税额占销售额 的比例，乘本年度

经营各期的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于年度终了进行

结算，多退少补。

三是，对于会计核算不够健全的小型企业，可在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当地税务机关核定增值率，按

期征收，在一个年度内一般不作调整。

增值税的适应性较强，对现行工商税 进 行改革，

试行增值税，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 济发展需

要的，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的试行办法还不够完

善，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重要的问题是，要不断总

结经验教训，使增值税 的 征税办法逐步完善， 更好地

为四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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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基层税务专管

员，三年来，共组织入库税款

260万元，为组织国家财政收

入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

开源堵漏，组织收入方面，

我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深入调查研究，及

时掌握企业经营变化情况，

为国家开辟新的税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随着国

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管

理体制的改革，商业流通渠

道增多， 有些企事业单位的

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也发生

了变化。我们税务专管员只

有及时了解这种变化及其对

税源的影响，才 能 按 照 政

策，加强征收管理。机械工

业部仪器仪表工业总局下设

仪器仪表服务部、仪器仪表

元件服务部和照相机械服务

部，开始这三个服务部是为

本系统内部产需双方挂钩搭

桥、疏通渠道服务的，没有纳

税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查

对单据、帐簿、报表等，发

现这三个服务部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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