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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某县国营酒厂

从1975年以来，采取涂

改单据、做假帐、改高

税率酒为低税率酒纳税

等手段，偷漏工商 税

21.4万元。经检查发现

后，省委领导对此很重

视，明确批示要严肃对

待，要抓住这个典型，

一抓到底。省纪委还主

持召开了有关地区和部

门参加的会议，专门作

了研究，提出一定要认

真核实，严肃处理。可

是，在地委纪委组织反

复调查，确认偷税属实

之后，当地仍迟迟不作

处理。后来省报又报导

了该厂严重偷税问题，
当地才研究了 处理问

题，提出了三条意见，
其中第二条说：“鉴于他

们是初犯，又作了深刻

检查，未发现贪污肥私

问题，免予他们的党纪、

政纪处分。”只是在省委负责人明确批示要给酒

厂主要负责人以适当的纪律处分，并通报全省

之后，当地才给原酒厂两个负责人以党内警告

处分。
从上述过程看，处理这个问题是多么难，

阻力是多么大，而处理又这么轻。违反国法仅

以党内警告处分了之。难道国营企业偷税就无

罪吗？

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国营企业只

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没有偷税的权利。国营同

集体比较起来，在所有制上前进了一步，理应

更自觉地、模范地依法纳税。我国刑法第二编

“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

部分第121条规定：“违反税收法规，偷税、抗税，

情节严重的，除按照税收法规补税并且可以罚

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这里说的“违反税收法规，偷税、

抗税”，显然，它不仅是包括个体纳税户，而

且包括所有全民的、集体的社会主义企业， 只

要你违反税收法规，都要依法处理。只有这样，

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必

须指出，这第三章都是作为“破坏社会主义经

济秩序罪”来论处的。至于偷税的用途，那是

另外一个问题。上述处理意见中说：“……未发

现贪污肥私问题，免予他们的 党纪、政纪处

分。”这个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依照法律规

定，贪污属于《 刑法》第二编“分则”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是另一类罪行。没有“侵犯

财产罪”，并不能抵消或减轻“破坏社会主义

经济秩序罪”。如果两者兼有，那是罪上加

罪，就要从重处罚了。
国营企业偷税是有罪的。既然有罪，当然

也就必须严肃地依法处理。现在，我们不少的

同志对国营企业偷税问题的严重性之所以重视

不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只看到他们没有贪

污肥私，而没有看到偷税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的破坏。这是一个需要大声疾呼 的 问 题。看

来，要切实加强税收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必须大力宣传

法制，并在实际工作中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名词解释
【双重征税】

双重征税主要是发生在国际间征收所得税的问题

上。例如，我国对中外合营企业的营利所得征收所得税

后，外国合营者还要把在合营企业中所得利润向其本国

报缴所得税。这样就出现了双重征税问题。为避免双

重征税，就需要通过两国政府签订税收协定来解决。

名词解释【抵免】

企业在外国缴纳的所得税款，回到本国交纳所得

税时，可以将在国外交纳部分扣除，谓之抵免。例如，
外国合营者在我国的中外合营企业中取得利润100元，
在我国按30%税率计算，缴纳30元所得税。外国合营者

归国后，按其本国税率40%计算应纳税40元，但因在我

国已交纳了30元，故在其本国只缴纳1O元，这种办法叫

做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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