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照上签证的有效期满后，出境后又另办入境

的，原则上应重新计算在华居住日数。
三、关于退税问题

个人所得税法及施行细则都没有规定退税

的条款，在实际工作中多征了税款的应如何处

理？

为了正确贯彻税收政策，严格执行依法办

事、依率计征的原则，对于纳税义务人多交纳

了的税款，经纳税义务人或扣缴义务人提出申

请，税务机关审查属实，可将多征的税款退还

给纳税义务人。反之，纳税义务人少纳了税款

的，也要如数补交。
四、关于税收抵免问题

个人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纳

税义务人在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外国缴纳的

所得税，可持纳税凭证向中国税务机关申请抵

免。如何掌握抵免界线？

1.纳税义务人，在本国或本地区交纳的

税款，到中国进行抵免，只限于个人所得税法施

行细则第三条所说的中国境外的所得并已在外

国（地区）缴纳的所得税。对于来源于中国境

内的所得应当由我国征税。如果纳税义务人在

其本国已纳了税，因而发生双重征税的，只能

由纳税义务人持我国的完税凭证向其本国申请

抵免。
2.按税法规定，抵免的限额，只能按照中

国税法规定税率计算的应纳所得税额内抵免。
如果纳税义务人在其本国交纳的所得税额高于

这个限额的，不能抵免，也不能结转到下年；

如果纳税义务人在其本国交纳的所得税额低于

这个限额的，应将差额部分税款在我国补交。

财政部税务总局对外税政处

资料在 人 民 消 费 方 面

国家究竟补贴了多少？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制。近几年来，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调整工资、发

放副食品价格补贴、恢复奖金制度等，提高职

工收入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工资

性收入（包括奖金、津贴等）以外，国家还拿

出了大量资金，来补贴人民消费，这往往是许

多同志所不大清楚的。为了综合研究人民增加

消费、改善生活的状况，最近，我们对1980年

国家用于补贴北京市人民消费的情况，收集了

一些材料，进行了初步分析。大体情况如下：

初步计算，1980年全市就业人员平均每人

工资性收入880元；按全部城市人口计算，平均

每人年收入560元。根据不完全计算，国家通过

各种渠道补贴人民消费的费用，平均每个城市

人口享受400元。两项相加，每个城市居民的实

际所得为960元。目前我市就业人口与退职退休

人员（有固定收入）已占城市人口的70%（一

般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口只占城市人口的30%
左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

国家补贴人民消费的资金有以下四项：

1.基本生活必需品购销差价补贴。1980

年全市经营粮、油、肉、蛋、菜等副食品和民

用煤等政策性补贴共为40，067万元，平均每个

城市居民享受78.6元。这里还没有包括经营这

些商品的合理利润，如果再加上这一部分，实

际享受的还要多。
2.住房补贴。城市居民房租照例应包括

房屋折旧（平均按50年计算）、房屋修缮费和

房产管理费等。1980年底全市共有 居民 住房

4，900多万平方米，按照上述办法计算，应收

房租 34，700万元，而现在通过各个管理部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收回的房租只有3，700万元（只相当于房 屋维

修费的一半左右），国家补贴了31，000万元，

占应收房租的90% 左右。平均每个居民享受61

元。当然，由于住房水平很不平衡，居住面积

低的住户享受补贴少些，住房多的户享受的补

贴就多些。
3.文教卫生费用开支。初步计算，1980

年全市文教卫生经费支出共为98，500万元（已

剔除农村经费部分）其中教育事业费（包括教

育经费和校舍折旧维修费）41，500万元，卫生

事业费（包括公费医疗费）31，000万元，文化、
体育事业费8，000万元，托儿所、幼儿园 等其

它集体福利经费18，000万元。平均每人享受193

元。
4.城市公用事业开支。1980年城市维护

（包括道路、供排水、煤气热力、供电、通讯、

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和公用设施折旧等共

为35，100万元，平均每个城市人口69元。这部

分费用，有些同每个居民的直接关系比较小，
但也都是用于城市居民的。

（北京市计委供稿）

简 讯

焦作市针织厂主动进行纳税检查

河南省焦作市针织厂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

《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八条

决定，对1980年纳税工作进行了检查。他们本

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成本列支问题上，把费

用划分清楚，把材料出库划分清楚，把工资总

额划分清楚。根据税收政策和财务规定，逐笔

逐项地进行查证落实。查出不应进成本的基建

支出、大修理费用、洗理费等 5万余元，按财

务制度作了处理，交回税款15，400多元。

（焦作市税务局）

财政史话

秋
时
期
的
理

财
家

管

仲

兆

宏

管仲（生年不

可考，死于公元前

645年）名夷吾，
字仲，颖上（今安徽

颖上县）人。他早年

贫困，曾经过商，游

历过很多地方，积累

了丰富的社会经验，
公元前 685年，被齐

桓公任命为相。由于

管仲的辅佐，使原来

衰弱的齐国成为“九

合诸侯，一匡天下”

的中原霸主。在我国

历史上，管仲的理财

思想，对后世起了积

极的影响和作用。
管仲在理财中，

提出了“治国必先富

民”的思想。他说：“凡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

则难治也。”①他认

为治理国家，必须先

使人民丰衣足食，人

民丰衣足食了，国家

就好治理了。如果人

民吃不饱，穿不暖，
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他在担任齐国宰相的四十年内，采取了一系列

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人民经济

生活的理财措施。
一、奖励生产 发展农业

管仲理财，首先重视发展生产。他指出：“不

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②

只有按照客观规律，适合时宜地耕种，发展生

产，国家才能富裕起来。他认识到，调动人民生

产的积极性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他说：“欲

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

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③ 他打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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