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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发出关于清查偷漏欠税的补充通知

本刊讯  财政部税务总局清查偷漏欠税的《通告》发出后，根据一些地区反映，经税务总局研究，
对如下几个问题作了补充通知：

一、关于检查清理偷漏税的时限问题。《通告》规定，偷漏税款从1980年 1 月 1 日查起。这条规

定应该坚决执行。在清查中，如果发现1980年企业的帐册和凭证上涉及到1979年度的重大 偷 漏税问

题，也可以一并清查。再远的年度就不要追溯了。
群众检举或控告纳税单位和个人偷漏税，不受《通告》规定时间限制，税务机关核实处理时，仍应

以1980年 1 月1 日以后的偷漏税问题为限。
二、关于加收滞纳金和罚金的掌握问题。清查中，凡是纳税单位和个人能够主动检查自己的问

题，并在自查期间补交税款的，都应视为“及时补交”，按照《通告》的精神，都可以从宽处理，免

交滞纳金和罚金。如果数额很大，一次补交确有困难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分期交纳。只要在核

准期限内补交的，也可以从宽处理，免交滞纳金和罚金。
凡是经税务机关检查出来的偷漏税问题，《通告》规定，“处以相当于偷漏税款五倍以下的罚金

。

三、国营和集体企业查补的偷漏税款，帐务上如何处理的问题。《通告》规定，这次清查偷漏税

款从1980年1 月1 日查起；拖欠税款，不论是什么时间拖欠的，都要进行清理。对于经过清查应该补

交入库的税款，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列支：国营企业，凡是经过查证核实，确属偷税的，税款又被企
业派作他用了的，在1981年的企业留用利润中解决；属于漏交的税款，可以从今年的利润中冲减。集

体企业和试行以税代利的国营企业，凡是偷漏的工商税，可以比照国营企业办理；偷漏的所得税，应

该在税后利润中列支。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应交的滞纳金、罚金，均应在企业的留用利润或税后利润

中列支。
四、关于清查的重点问题。清查的重点应该放在城镇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农民和个体户一般不

要搞大规模查补。社办企业一般也应列为重点，队办企业规模大、利润大的也应有选择地检查。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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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税收工作  发挥税收作用

吴硕人广东省税务局

税收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占着重要

的地位。马克思说过，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

基础，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捐税。税收具有

两个基本职能：一是为国家筹集收入的工具；
一是调节收入、影响经济的杠杆。从筹集资金

的职能来说，它是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国

民收入实行再分配，无偿地、强制地、固定地

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要维持国家机器运转，
没有税收不行。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运用

税收工具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供国家安排

用于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用于逐步提高人民

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从根本上体 现了国

家、地方、企业，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因此，

税收与每个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人人都应关

心维护国家税收，重视支持税收工作。目前，

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中占着很大的比重，
在全国占一半以上，在广东占74%，税收完成

情况如何，对国家建设关系重大。税收多收，

国家就能多支，税收少收，国家就要少支，如

果税收任务完不成，那就还要再压缩 基本建

设，再削减各项经费支出，这是非常明显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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