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分配原则，有利于协调三者分配关系的。
第三，不同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在生产结 构相

同，物质消耗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增值额虽然相等，但
在增值额的构成中v和m 的比例关系则是不同的，一般

说，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v所占的比例相对的小一点，
而 m 的比例相对的大一点；而劳动生产率低的企 业 则

相反。这样，按增值额以同一比例征税之后，劳动效率

高的企业，其税后利润就比劳动效率低的企业多一些。
这样劳动效率高的企业在分配上就有可能多得一些。

三是，在我国大、中、小企业并存、核算水平参差

不齐的情况下，增值税能否行得通。
由于增值税这种税收制度，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发

展形势下首先被发达国家所采用，而增值税的课税办法

在业务技术上的要求又比全值征税办法高一些，往往给

人们一种直觉，似乎这种税收制度只适用于工业发达、
会计核算水平较高的国家，在中、小企业居多数、核算

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能否行得通就是问题了。其 实 这

并不是实行增值税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目前国际上实行增值税的，并不都是发达国

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是既 有 大

型企业，又有中、小型企业，一些中、小企业的核算水

平也并不高，有的甚至连账册都没有。以最先实行增

值税的法国来说，仅小业户就有一百万户之多，占总户

数的绝大比重。
第二，这些国家的增值税并不是有选择地只 在一

部分大型企业里实行，而是作为一个税种普遍加以 运

用的，不论大、中、小型业户，都统一征收增值税。
第三，会计核算的水平在企业之间是有差别的。但

是，这并不影响增值税的推行。只要采取相宜的征税

方法，是能够克服这方面的困难的，如法国就根据不

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征收方法：对账册健全的企业采用

正常征收制，这类似我国五十年代曾实行过的查 账征

收方法，对账册不够健全，核算水平差的采用简易征

收制，即采取定率征税，年终结算的征收方法；对账册

不健全，甚至无账可查的小业户，则采用定额征收制，
即由业户申报，税务部门核定税额，每两年核定一次，
分期交纳。这种征税办法，与我国五十年代征收营业

税曾经用过的“双定”，即定期定额的征收方法 相 类

似。
由此看来，企业规模和核算条件并非增值税能否

实行的决定因素。其实，我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营企

业和集体经营的企业，其会计核算一般都有相当水平，
帐证管理制度也比较健全，比之有些发展中国家，条

件要好一些。如在增值税的运用中，作好调查研究，注意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繁简不同的 计算方法和征

收方法，由于会计核算水平有差别而存在的问题是可以

得到解决的。
四是，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下，增值税是否

行得通。
这个问题是联系增值税的课征依据所引起的。现

行会计核算制度并没有特定的帐户或会计科目，集中反

映产品的增值额。这样，实行增值税就不能 说不 是问

题。但是，这并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目前国际上许多

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企业采用的会计核算制度，也是没

有集中反映产品增值额的专门帐户的。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的增值税能够行得通，在我国当然也不能因此而

排除研究试行增值税的可能性。因为：（1）会计核

算制度虽然没有集中反映增值额的统制帐户，但计算

增值额所要求的数据，在有关帐户是有明确记载的。如
销售收入、外购原材料，零配件、燃料、动 力……等
等，都有相应的科目反映，只要在研究增值税计算方

面对于物化劳动的扣除问题，能够注意结合会计制度

作出恰当的规定，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2）实行

增值税的国家，大都采取间接计算方法。即以 产品销

售收入计算应纳税金，减去外购商品的已纳税金，为企

业实际应纳税金。这样，就避开了直接计算增值额的问

题。这个经验也可以结合我国的情况加以运用。
从以上几个问题的粗浅分析来看，在我国运用增值

税的经验是有可能性的。增值税这种税收形式与我国社

会主义的特定情况并无相互排斥的矛盾；在某些方面虽

然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但大都属于业务技术性的，是

可以克服的。

绕 口 令

张宜武

税务所的小 魏，

工商所的小 桂。
小 魏负责收税，
小 桂负责收 费。
小 桂协助 小魏收税，
小 魏协助小 桂收 费。
小 魏及时收上 了税，
小 桂及时收上 了费。
两人完成任务都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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