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谈工商税制改革问题

刘 志 城

税收是国家政权取得财政收入的 重要手

段，也是国家施行鼓励和限制政策，干预经济

的重要杠杆。三十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税收

工作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

了很大成绩。在配合三大改造，调节生产和消

费，促进经济发展，积累建设资金等方面，都

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我国进入了四化建设

的新时期，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进行改革，要

求进一步发挥税收的作用。在这一新的形势

下，积极改革现行税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

迫切任务。

工商税制为什么要改革

概括说来，主要是过分简化了的税制已不

能适应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情况。表现在：

（一）经济结构正在进行调整。国家扶植

城乡集体经济的发展，允许合法的城乡个体经

济的存在和一定限度的发展，鼓励企业之间在

社会主义所允许的条件下的竞争和各种形式的

联合经营，集资经营、工办商业、商办工业、

工农联合企业等新的生产经营形式正在陆续出

现。现行税制，同正在向多样性发展的经济结

构不相适应。
（二）社会主义企业正在按照专业化协作

的原则进行改组。现行的工商税是按产品销售

全额计税的，部分工业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
生产销售环节越多，征税越多，全能厂与非全

能厂之间税负不平衡，随着专业化协作生产的

发展，这个矛盾更加突出。此外，有些产品价

格与价值背离较大，造成产品之间利润水平，
有的过高，有的过低，需要通过税收加以调

节。还有些农产品和工矿产品，由于纳税环节

的缺陷，使原料产地和加工销售地的财政收入

发生矛盾，需要对一些产品的纳税环节作必要

的调整。
（三）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发展。现在国外

同我们的经济交往，有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

营、外商独资经营，有加工装配、补偿贸易等

等，方式很多，需要尽快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对

外征税章程。

（四）经济体制正在进行改革。适当地扩

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部分实行计划调节和

市场调节的结合，开始企业财政自理、自负盈

亏的试验，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体制，所

有这些，都要求税收制度作相应的改革。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

定、可靠而且日益增长的收入来源。我们现行

的企业利润上缴、亏损补贴的办法，同这个要

求不相适应，需要扩大税收渠道，强化税收法

制，加以解决。

怎样进行改革

关于今明两年的税制改革，王丙乾部长在

代表国务院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所做的预算报

告中，已经讲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即是“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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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通过立法，开征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搞好涉外征税工作。在机械、

农机等行业中试行增值税，解决某些工业产品

的重复征税问题。还要修订城镇集体所有制企

业的所得税法，以平衡和适当减轻他们的税收

负担，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从1981年起，对

国营企业扩大进行由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

的试点，并相应开征收入调节税和资源税。”

此外，我们设想对工业企业实行增值税以

后，有些特定的产品，如烟、酒、手表、化装

品等要列举品目规定不同税率，按销售收入征

税，以便有效地调节生产，调节消费。对商业

零售、饮食服务、交通运输等，仍按营业收入

征收营业税。
考虑到目前有些产品价格不合理，利润水

平悬殊，在物价没有全面改革以前，有些产品

的税率先作适当调整，对那些税高利小或原材

料提价对利润影响较大的产品，税率适 当调

低；对一些税率较低，利润很高的产品，税率

要适当调高。有一些以农产品和工矿产品为原

料的企业，要把工业、销售环节的税收，让一些

转到采购或采掘环节征收，使原料产地和成品

加工地都能有合理的利润收入。

随着税收制度的改革，今后财政收入主要

来源要靠税收。为了适应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

财政的需要，应该明确划分一些税种作为地方

税，使地方财政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目前

地方税收很少，原来的一些地方税在几次税制

改革中也合并掉了。我们设想，除了合并到工

商税中的一些地方税种，要重新划出来单独征

收外，还要根据需要，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种。
比如：为了促使企业节约使用土地，调节城乡

之间的土地级差收入，拟对企业开征土地使用

税；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准备把现在由企业

负担的城市维护和建设方面的各种费用统一起

来，开征一种城市建设税，作为县以上城市和

工矿区市镇建设的专项资金。这些地方税种，由

地方统一管理，收入归地方统一支配。中央只

制定征税原则，规定征税的最高限额。开征停

征、减税免税以及具体征税办法，均由地方根据

实际情况处理。

要切实抓好几项工作

以上这些税收制度的改革，关系到收入分

配和经济的各方面，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需

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需要经过试验，需要

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配合和协调。我们要

本着积极而又稳妥的精神，抓紧这些改革，适

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领导，制定规划。中央和国务

院对税制改革工作非常重视，一再指示我们要

抓紧搞好这项工作。王丙乾同志在五届人大三

次会议的预算报告中，对税制改革工作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各级财

政税务部门要加强领导，把税制改革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要制定规划，组织力量，作出

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二）切实抓好试点。税制改革政策性

强，特别是要开征一些新的税种，我们还缺乏

经验。经济体制正在改革，有些情况一时还难

以摸透，我们的设想和方案究竟是否可行，还

需要通过实践检验。特别是利改税的问题，情

况复杂，更需要通过试点。现在有些地方正在

进行试点，明年还要扩大。在试点中，要注意

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

经验，把各项征税方案进一步充实完善起来。
（三）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税制改革

牵涉面广，涉及到财权的调整，财力的转移和

经济利益的变化。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形式改变

以后，在计划管理，价格管理，物资分配，基

建安排等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些

都需要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财税部门内部

的税务、预算、企业财务等单位之间，在外部的

同计划、物价、工业、商业等部门之间，都要互相

配合，互相支持，共同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和

有关政策问题。

（四）加强税务机构，提高干部水平。随

着税制改革的进行，税务部门担负的任务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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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对税务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
各级税务机构应该健全起来，税务干部力量要

进一步充实。今后的税收要同企业的成本管

理，财务核算，资金占用等方面挂钩，这就要

求税务干部不仅要熟悉税收政策法令，而且要

熟悉财务管理、成本核算等业务知识。因此，摆

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繁重的学习任务，从现在

开始，就应采取各种形式，搞好干部的培训工

作，不断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以适应工作发

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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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

新的发展时期。当前，

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在贯

彻执行“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
经济管理体制正在改

革，客观经济情况已经

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

化。这就给税收工作提

出了新的课题。研究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改

革我国现行工商税收制

度，建立一套适应四化

建设要求的新税制，势

在必行。
第一，社会经济结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的社会经济结

构，无论经济成份、生

产组织和流通渠道，都

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从

经济成份来说，社会主

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

是主要成份，国营经济

占主导地位，这是毫无

疑义的。在发展国营经

济的前提下，当前正在

大力组织城市集 体企

业，集体经济由向国营过渡转向自身发展；为

了利用外资和发挥各地的优势，各种形式的合

资企业和合作企业，例如中外合营企业、合作

企业，省、市合资企业，国营、集体联营企业

等，也已开始组织；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国

内个体经济正在适当增加，国外驻华经济机构

也出现了，在经济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已经

有外国独资企业。从生产组织来说，正在按照

经济活动规律和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 重大改

组。工业方面，按照专业化协作生产的要求，
组织了各种工业专业公司；农业方面，试办了

各种农工商联合公司和工业与农业联营企业；
将来还要组织各种生产与科研、生产与销售、
生产与服务相结合的联合公司。这些公司开始

打破了行政区域、所有制和军民之间的界限。
从流通领域来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改

变产销脱节的局面，已经在统购包销、计划分

配上打开缺口，允许工厂在一定条件下，自销

部分产品，也允许农场和社队进城设立门市部

销售产品，农村集市贸易也发展了，流通渠道

也在增多。
社会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国家采用什么形式，才能更好地参与

各种经济成份和经济组织的收入分配？税收、
利润、利息、工资等都是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

的形式，但税收与其他分配范畴有明 显的不

同。其他分配范畴一般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和人

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为前提的，而税收则是以政

治权力为前提的。因此，前者有一定的限制条

件，后者则适用于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税收

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税收形式不能为其他分配

形式所代替，而国家采用税收形式，则能够更

好地参与各种经济成份和经济组织的收入分

配。同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表明了以

国营、集体企业为课税主体的、过份简单化的

现行税收制度，已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经济结

构。这就需要从税种设置、政策原则、征税办

法上认真加以研究，相应采取新的税制措施。
第二，企业自主权正在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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