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值税讲话

第三篇  增值税的优点

严 涛

增值税在产生后的20多年中，能形成一个国际性税

种，这说明它是有自身的优点的。虽然资本主义国家运

用它的出发点是为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但是这

并不妨碍我们把增值税作为一种税收 的 特定形式来研

究。增值税与营业税、货物税、所得税一样，都是特定

的税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运用增值税为其经济服

务，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可以用这种税收形式来为国民

经济服务。我们既不能因增值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一

概加以排斥；又不能因研究增值税的优点，而模糊对资

本主义国家实行增值税的阶级本质的认识。
讲增值税的优点，还必须明确这种优点是与它的前

身——按“全值”征税相比较而言的。同时，由于各国

的增值税，都是在其原税制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各有

其特殊性，因此，讲增值税的优点，只能从个性中找出

共性的东西来。
那么，增值税的优点有哪一些呢？

一、增值税比原来按“全值”征税的一个最突出的

优点，就是对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较强。这表现在：

（一）就一个企业来说，增值税的税负，不受产品

构成中协作件所占比重的增加而加重。例如某企业生产

的产品，销售额为100元，税率为10%，原来外购协作件

部分的价值为20元，自产部件部分的价值为80元，按增

值税征收办法征税，其税负为 8 元，外购协作件已由生

产协作件厂交税 2 元。假定该企业将外购协作件部分扩

大为50元，自产件部分相应地降为50元，其税负则为 5

元，外购协作件已由生产协作件厂交税5元。这说明企业

在生产中，自行生产零部件，或改为与其它厂协作生产

零部件，税收负担都不会增加。这样就改变了原“全值”

征税税负因产品构成的变化而变化，协作件越多，税负

越重的现象，给企业扩大协作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就一个产品而言，增值税的总体税负，不受

生产结构变化的影响，始终保持平衡。关于这方面的例

子，在第一篇中，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这就从根

本上避免了原来按“全值”征税税负因生产结构的变化

而变化，全能性生产厂的税负轻、专业化生产厂的税负

重，大企业、联合企业的税负轻、中小企业的税负重的

现象。使税收既有利于促进工业实行专业化生产，又不

妨碍工业在专业化基础上实行联合生产。它为大中小企

业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就商品流通来说，增值税的税负，不受商品

流转环节变化的影响，始终保持平衡。在国际上，不少

国家把由生产领域实行的增值税，延伸到了流通领域，
促进商品迅速实现消费。增值税由于不存在重叠 征 税

因素，不论经过几个流通环节，产品的总体税负相同，

不会像按“全值”征税那样，税负因流转环节的增多而

增多，因而对促进商品交流，实现深购远销，扩大销售

市场，加速商品实现消费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增值税比原来按“全值”征税的另一个突出的

优点，就是有利于“奖出限入”，为国家外贸政策服务，
为维护国家经济权益和保护国内 生产服务。这表现

在：

（一）增值税比之按“全值”征税，在实行出口退

税政策上更具有彻底性。由于出口商品进入国际 市场

后，必须由销售此产品的所在国承担税收。为了避免出

口商品在本国征一次税，到外国再征一次税，导致双重

征税，而降低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般

国家对出口商品较普遍地实行了退税政策。由于增值税

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其税收负担一般是与销售总值一

致的，由于增值税的已征税额在产品销售发票中是明确

列出的，因此，它可以在出口环节一次把生产商品过程

中已征的全部税款如数退还给企业，使该项出口商品以

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这正是按“全值”征税所

做不到的。因此，从奖励出口的观点来说，增值税比按

“全值”征税优越得多。
（二）增值税比之按“全值”征税，更有利于维护

国家经济权益和保护国内产品的生产。为了说明这个问

题，这里先把按增值征税和按“全值”征税，在税率设

计上有什么差别作一个比较：

如果同一种产品，按相同的税负水平来设计税率，
以销售额“全值”作为征税依据的，由于“全值”基数

大，所设计的税率相对就低一些；以销售额中增值部分

为征税依据的，由于增值部分比“全值”基数小，要拿

回与“全值”一样多的税款，所设计的税率就要高一

些。举例来说：假定某种产品销售总值为100万元，按征

税 5 万元来设计税率，以销售额全值为征税依据的，其

税率为 5 %；以增值为征税依据的，假定增值总值为销

售总值的一半，即50万元，那么，同样要征 5万元的税，
其税率则为10%。这就是说，在某一产品上的税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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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情况下，按“全值”征税所定的税率要比按增值

所定的税率要低得多。正因为这样，进口国实行增值税，
所征收的税款，比按“全值”征税，要多得多，而且，

不会产生进口产品税负低于国内同种产品税负的问题，

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三、增值税的第三个优点，就是它作为一种财政手

段，不仅具有及时性和合理性，而且具有普遍性和稳定

性。这主要是：

（一）增值税的普遍性，是建立在征收的合理性基

础上的。这种普遍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横的关系

讲，它具有广泛性，凡是生产经营单位，只要其经营中

产生增值都应相应地交纳税金；从纵的关系讲，它具有

连续性，一个商品不论在生产经营中经历多少个环节，

每一道环节都应按其增值额大小分别纳税。这就是说，

增值税比按“全值”征税，既解决了重叠 征税的问题，

又保持了普遍征税的优点。

（二）增值税的及时性，就在于它虽然以增值额为

征税依据，但在征收上却是随销售额的实现而征收的，
保持了原税种及时征收的优点。

（三 ）增值税的稳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

值税的课税依据是增值额，而增值额大体相当于企业所

创造的国民收入。这种直接与企业创造国民收入相联系

的课税法，其税率一经确定，就把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收

取的比例稳定下来了，在国民收入上升的时候，税收也

会相应上升。二是增值税不受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保

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它既不会因生产由集中走向分散而

增加企业负担，又不会因生产由分散走向集中 而减少

国家税收，使税收能够始终保持平衡。
增值税有许多优点，但毕竟是一个新的税收形式，

要把它用之于实践，由于各国原有税收形式的基 础 不

同，国情不同，有许多问题都必须慎重考虑，加上增值

税在征收上比原按销售额全值征税更复杂一些，因此，
更应认真加以 研究。

税 法

浅 析

划分资本支出与费用支出  确立资产折旧和摊销制度

——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浅析之三

王 选 汇

在确定了损益计算程序和有关费用列支范围之后，
要准确地、合理地计算应纳税的所得额，还需要明确划

分资本支出与费用支出。这是因为，资本支出是一种资

产变换为另一种资产，表现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增

加；而费用支出则是为取得收益而发生的一种费用，表

现为营业费用的增加。如果将资本支出列为费用支出，

势必减少资产而增加开支，因而少计当期盈利。反之，

如果将费用支出列为资本支出，又必然会虚增资产而减

少开支，多计当期盈利。因此，资本支出与费用支出的

划分，对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和企业财务都有密 切关

系。
细则以我国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参照一些国家的作

法，在条文规定中，贯串了以下划分原则：

1.增加资产的支出为资本支出。明确规定“机器

设备、建筑设施等固定资产的购置、建造支出”和“购

进各项无形资产的支出”不得列为费用。
2.购置物的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为资本支出。

细则规定“外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

以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和其它生

产设备等”，凡是在用的，而不是闲置的，都应按期计

算折旧。
3.为取得资产而付出的费用为资本支出。细则规

定“购进的固定资产，以进价加运费、安装费和使用前

所发生的有关费用作为原价”计算折旧。
4.增加原有资产的价值和效能的支出为资本 支

出。这就是细则所规定的“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

扩充、更换、翻修和技术改造而增加的价值，并延长了

使用年限所发生的支出，应当作为资本支出，不得列为

费用”。
5.能为以后多年增加获利能力或减少开支的 支

出为资本支出。如企业在筹办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开采

海洋石油资源的勘探费以及取得各项无形资产的支出，
都应按细则的有关规定，作为资本支出，分期摊销。

在明确了资本支出与费用支出的划分之后，还要明

确固定资产的折旧和无形资产的摊销问题。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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