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入流动资产的价值或已纳租金，都是允许扣除的。但

对于购入固定资产的价值或已纳租金是否扣除、如何扣

除，则不尽相同。增值税也因之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消费型的增值税。即征收增值税时，允许将

购置的固定资产价值额全部扣除。这样，就整个社会来

说，课税对象实际上只限于消费资料。
二是收入型的增值税。即征收增值税时，只允许扣

除固定资产的折旧部分。这样，就整个社会来说，课税

的依据相当于国民收入。
三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即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价

值。这样，就整个社会来说，课税的依据相当于生产的

固定资产和各种消费产品的生产总值。

3.增值税的税率不同：

一是增值税的税率在运用上有多有少。有的只有一

个基本税率，有的除一个基本税率外还有高低不同的若

干个一般税率，少的一至两个，最多的六个。一般说来，

税率少一些，有利于执行扣税法；税率多一些，有利于

体现奖限政策。
二是增值税税率高低差别很大。这主要是历史形成

的。原来各国的营业税，税率高低就有所不同，改为增

值税时，一般都是在原税负基础上换算而成的，因此区

别较大。
此外，在增值税征税方法的应用上，各国也是有所

差别的。但是，一般普遍使用的方法是税款扣除法。

报刊文摘

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

买方市场是指买方处于有利地位的那种市场。在贸

易活动中，买卖双方本来是平等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

过剩，市场面临销售困难，买方有大量的选择余地，卖

方愿为买方提供有利条件，如提供销售贷款或延期付款

等，这种有利于买方的市场就叫买方市场。卖方市场恰

恰相反。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卖方处于有利地位的市

场就叫卖方市场。
（摘自1982年 1 月25日《经济学周报》）

报刊文摘什么是物质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是指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态。它

主要表现为劳动工具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

增长。
人类在原始社会的早期生产能力很小，生活是非常

困苦的。那时人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人们主要依靠

双手，集体采集各种野生植物的果实、块根来维持生存。

后来人们打制石器工具的方法有了进步，加强了人们猎

取动物的能力。人们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 代

后，又逐渐学会冶炼，能够使用金属工具，进入青铜时

代和铁器时期。

马克思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

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不同

的生产方式区分了不同的经济时代。蒸汽机的发明使人

类进入了近代文明的时期。从此以后，人类社会的生产

能力和科学技术更得到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愈高，表明

人类离开野蛮状态愈远，依赖自然的程度愈小，控制自

然的能力愈强。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给人类改造自然，
征服宇宙，推动人类社会本身的进步创造了优越的、必

要的、先决的条件。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强大物质生产能

力即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对

我国当前来说就是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艾学

（摘自1982年 4 月19日《北京日报》）

报刊文摘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包括三方面

——知识、修养、信 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最近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

五讲四美活动”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当包

括知识、修养、信念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等的发展，这

是属于知识方面的问题。

第二方面，包括道德、情操的培养，共同行为准则

的遵守等等，这是属于修养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包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正

义性以及这一事业必胜的信心，这是属于信念方面的问

题，也就是属于世界观方面的问题。
（摘自1982年 4 月 7 日《羊城晚 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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