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值税讲话
第七篇  增值税在我国的具体运用（二）

严 涛

在我国具体征收增值税的另一种办法，是 “税金

扣除法” ， 简称 “扣税法”。 这种征收办法与 “扣额

法”不同，它不直接以增值额计 征增值税，而是以企

业销售商品全值的应征税金 减 去 购 入商品的已纳税

金，作为企业销售商品应纳增值税金。由 于 这种间接

计征增值税的办法，既能够避开直 接计算增值额的麻

烦，又能收到排除重叠征税的效果，执行起来比较简

便，所以它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办法。在我国，这种

征收办法，还在试点中，前景是比较广阔的。

一、我国试行 “扣税法”的范围。目 前缝纫机、

自行车、电风扇三项产品一律 试行 “扣税法”，从事

生产这三项产品的单位，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集体

企业，也不论是设在大、中城市，还是设在县、镇，

都必须按照 “扣税法”征收。这样，就从 地域上、方

法上统一起来，既有利于在实践中 培训干部，又有利

于从各方面总结实践经验。

二，“扣税法”的税率设计。试行 “扣税法”的三

项产品交纳增值税的税率，规定缝纫机 为12%，自行

车为16%，电风扇为25%。这是本着基本保持产品现

有税负总水平而确定的。从各地调查的情况看，缝纫

机的原平均税负约为12.31% ，自行 车约为16.7% ，新

税负略低于这个水平。这是因为目前地区间的经济发

展很不平衡，从低设计税率，可以照顾大多数定点生

产的企业，有利于配合有关部门 贯彻调整方针，有计划

地安排好生产，以适应消费的需要。至于电风扇，原

征收工商税的税率为25%，现改征增值税，采取 “扣

税法”，在允许扣除外购零配件已纳税金 的情况下，

仍将税率定为25%，这就明显的有照顾之意了。因为

随着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电风扇已由高档消费品逐

渐转化为家庭普通用品，在改征增值税时，税率适当

低一点，有利于合理调整销售价格，更好地满足人民

日益提高的生活需要。此外，电 风扇的零配件，原来

交纳工商税的税率为 5 % ，1981年，为了堵 塞化整机

销售为零配件销售逃避国家税收 的 漏洞，已将零配件

的税率调为25%。这样，国家可以相应 地弥补一些税

收收入。

三、扣抵税金的范围。运用 “扣税法”征收增值

税的三项产品，允许从销售产品应 纳税金中扣抵已纳

税金的外购商品是有一定范围的，只限于 为生产这三

项产品所购入 的 零 配 件的已纳税金。自行车的内外

胎，机外配件和工具件，虽也是外 购的，但是，由于

在设计增值税税率时没有包括这个因 素，因此，其已

纳税金则不在扣抵之列。这就 是说：（一）“扣税法”

征收增值税的产品，其扣除范围 与 “扣额法”不同，

它只限于规定的零配件。为生产 这些产品而购入的原

材料、燃料、动力、包装物等业已交纳的税金，则不

在扣抵之列。（二）凡是规定可以扣抵税金的零配件，

不管是专用件或通用件，企业都可以 将已纳税金从整

机销售税金中扣抵。（三）允许扣 抵税金的，只限于

生产整机所外购的零配件。生产零配件企业所购入的

零配件，则不在扣抵之列。

为什么先选择这三项产品的整机环节 试行 “扣税

法”，而又把扣抵税金的范围限于外 购的零配件呢？

这是因为：（一）这三项产品过去重叠征税、税负不

平的问题，突出地反映在整机组装环 节。在整机组装

环节试行增值税，可有效地排除税负不平的问题，有

利于工业改组的发展。（二）生 产 这 三项 产品的企

业，其产品的型号虽有不同，但产品 结 构 则 是 基 本

相同的，均以零配件组装。因而就这三项产品来说，

形成税负不平的主要因素不 是 购入 原 材 料的多少不

一，而是购入零配件的多少不一。把扣抵税 款的范围

限定在外购零配件，可以有效地排除这个问题。（三）

企业以协作关系购入的零配件，税率一般为 5 % ，以

零配件为扣抵对象，也便于执行。当然，“扣税法”

要在较大范围运用，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如果

在改进和完善 “扣税法”的过程中，扣抵税金的范围

有所扩大，原定的税率也应作相应地调整。

四、计税方法。 “扣税法”的计税方法，是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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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收入全额依率计算税额，再减去购 入零配件所

负担的已纳税金为企业的应 纳税金。其计算公式为：

这样，上面所说的规定和计算公 式 就包含以下几

点主要内容：

（一）产品销售收入为计税的基础。企 业的产品

销售收入一实现，即发生纳税义务，企业应当按照税

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将这一时期的产品销售收入

汇集起来计算税额。如果企业在这个 时期没有购入零

配件的已纳税金需要扣抵，那么，依据销售金额计算

的税金，就是这一时期的应纳税金。

（二）企业购入零配件的已纳税金是从 企业产品

销售收入的税金中扣抵的，这样，扣 抵税金就应以企

业实现了产品销售收入、发生了纳税义务为前提。如

果企业在购入零配件的当期，企业没有发生产品销售

收入，这部分购入零配件的已纳税金就无 从扣抵，只

能延至以后各期企业发生纳税 义 务 时 再 行 扣抵。同

样，如果在当期购入 零配件的已纳税金大于当期产品

销售收入的税金，其不足扣抵之数也必须 延至以后各

期扣抵。应当看到，在实际经济 活动中，这种情况是

经常发生的。要使购入零配件的 已纳税金随着产品销

售及时地、准确地进行扣抵，企业必须在有关会计科

目设立子目，核算增值税的交纳和扣抵事项。

（三）“扣税法”所实行的是购入扣抵法。这就

是说， “扣税法” 扣抵税金的数额， 不 以 销 售 产 品

实际耗用的零配件所纳税金数额为 扣抵依据，而以购

入零配件已纳税金的数额为扣抵依据。这样，企 业以

购入零配件转让或销售，由于这部分零配件的已纳税

金在购入时已经从销售产品的税 金中扣抵，变成了未

税产品，那就应当作为自产 品销售，依 法 交 纳 工商

税。现举例说明如下：

某企业七月份销售缝纫 机 100 万元，税率12%；

购入零配件50万元，纳税 5 % ；转让给同行 业协作单

位零配件 4 万元，税率 5 % ；售给商业部门 零配件 3

万元。这个企业七月份的应纳税金应是：

增值税的税金=（100万元 ×12 % ）-（50 万元 × 5 % ）

= 9.5万元

工商税的税金 = （ 4 万元 ×5 % ） +（ 3 万元 ×10 %%）

= 5 千元

五、征收方法。如果说计 算 方 法 是运用 “扣税

法”核算税金的基本规定，那么，征收方 法就是结合

企业不同情况具体落实这一基本规定的措施。

企业的具体情况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从

“扣税法” 的具体运用方面考虑不外两 类。一类是产

品销售和零配件购入比较均 衡的企业；另一类是产品

销售和零配件购入不均衡的企业。这类企 业由于种种

原因，产品销售和零配件的购进还不能很好的衔接起

来，有时多，有时少，就一个时期看，与产品销售数

额的比例很不稳定。对于这两种类型不同的企业，不

加区别都用一种征收方法是不恰当的。一般说，对于

购销计划衔接较好、购销比较均衡的企业，可以按照

上面所说的计算公式，采取按期 结 算 的 正常征收方

法；对于购销计划还不能很好地衔接起来、购销不均

衡的企业，则可以采取按年确定征收率，分期 征收、

年终结算的方法。即：以上年产品销售 额应纳税金，

减去上年购入零配件已 纳税金，除以上年产品销售收

入额，定为增值税的征收率。这样，企 业当年各期的

产品销售，即可按此征收率计算应 纳增值税。例如，

某企业上年的自行车销售收入 额1000万元，税率16% ；

购入零配件600万元，已纳税5% ；当年 七 月，企业销售

自行车的收入为800万元，这个企 业 应定的增值税征

收率和七月份的应纳税金应是：

应定的增值税征收率=（1，000万元 ×16% -600万元

×5 % ）÷1，000万元= 13 %

七月份的应纳税金 = 800万元 ×13% = 104万元

由于缝纫机、自行车和电风扇这三项产品，在产

品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增值税的 征收率一经确

定，一年之内一般可不作调整，只在年度终了进行结

算，多退少补。

对于购销不均衡的企业，采取这种 征收方法是有

好处的。（一）就某一个时期看，由于购销计划 衔接

的不够好，购销之间出现不均衡的问题是存在的，但就

一个年度来说，购销之间的 比 例关系，则大都是比较

稳定和均衡的。按年确定征收率征税，可以 使应纳税

金与产品销售收入额的大小相一致，使企业这一时期

的销售税金和销售利润，不会由于 购入 零 配 件的多

少，而受到不应有的影响。（ 2）可以简化经常征收

工作，对征纳双方都方便。

目前试行的 “扣税法” ，包 括 第 六 篇 所 介绍的

“扣额法”，都还是不够完善的。带有一定的过渡性

质。随着增值税在我国的逐步推行，将会使 增值税的

征税办法向着更加切合我国情况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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