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体农庄以所得稅的形式把一部分純收入交入国

家預算。順便說明一下：現行的集体农庄所得稅和其

它合作社組織所交納的所得稅是有一些不同的。
集体农庄的总收入是計算应稅收入的基础。应稅

收入中不仅包括归农庄支配的收入，同时也包括按劳

动日分配給庄員的收入。集体农庄交納所得稅后，按

劳动日分配給庄員的收入，即不再交納其他的稅。这

种征稅的方法是由于集体农庄經济的組織和收入的分

配的特点所决定的。
国家通过預算对集体农庄生产的发展，給予財政

援助。如机器拖拉机站的投資，兴修水利、农艺和动

物飼养技术的指导以及撥給农业銀行用于发放集体农

庄生产貸款的資金等。此外，学校、医院和其它为农

庄庄員服务的社会文化机耩也是由国家預算撥款的。
由于这样，国家才动員集体农庄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全

民的需要。
工艺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以周轉稅和所得稅的方

式，把一部分純收入交入預算，用于全民 的 需 要 方

面。社会主义国家給予合作社在生产上和財政上的广

泛援助（以較低价格供給原料、裝备，給予貸款和优

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合作社組織純收入的

增長。
合作社組織交納所得稅而不交利潤提成，这是和

国营企业不同的地方。由于合作社組織是以生产資料

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所以 可以按法令規定 的 征 收

率，即以所得稅的形式，把它們的一部分利潤动員到

国家預算。
合作社組織根据資产負債表所列的实际利潤交納

所得稅。消費合作社的所得稅按資产負債表所載利潤

的25%交納。工艺合作社所得稅的稅率是根据赢利水

平按累进原則制定的。利潤率不到 5 % 的，所得稅按

資产負債表所列利潤額的20% 征收；利潤率在 5 %以

上不到10%的，其利潤额中占完全成本 5 % 的部分，
按20%%征收，其余部分按35% 征收，以此类推。对合

作社組織有許多减免稅的照顧，例如，新成立的用当

地原料、廢物和廢料产制日用品的合作社企业、組織

免納周轉稅和所得稅二年。
社会团体（工会、体育协会及其它）所屬企业也

把一部分純收入交給国家預算，用来滿足 全民 的 需

要。这些企业、組織以周轉稅的形式，而主要是以所

得稅的形式，来交納一部分純收入。
在結束对国家預算与集体农庄、合作社組織、社

会团体所管企业之間相互关系的探討时，还有重要的

二点須講一下。預算是不給这些企业、組織撥款的；
它們向預算交納上述的稅，也交納其它地方稅。当集

体农庄、合作社、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間发生財产所有

权轉移的时候，取得产权的一方要偿付这些財产的价

款和迁移費用。
全国各級財政机关負有对集体农庄、合作社組

織、社会团体、企业的經营和財务情况、会計和报表

編制情况进行监督的重要責任。財政机关在征收所得

稅过程中，应檢查合作社組織的业务活动是否和批准

的章程符合，幷监督其实行节約。
总之，国家預算与企业、机关、团体之間一定的

关系是由妥善动員和运用資金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及

滿足全民需要所发生的。同一部門里的企业、机关、
团体，虽然它們所隶屬的級次不同，但它們与国家預

算的相互关系是一样的。这一方面如果有了不一致，
就会使預算交款和預算撥款产生各种不良的后果。就

規模巨大的全盤事业来講，这种不一致，就会在經济

計划、財务計划和財政监督的組織上及方法上造成很

大困难。（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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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出版社編审委員会成立

为了加强对財政書刊編輯工作
的組織領导，財政部成立了財政出
版社編审委員会。

編审委員会由財政部戎子和副
部長、李予昂部長助理以 及部內各
有关业务單位的負責人組成，由戎
子和担任主任委員，李予昂、陈如
龙、邢文軍担任副主任委員。

第一次編审委員会議在 6 月12
日举行，由戎副部長主持。会議討
論确定了編审委員会的 工 作 任 务
是：討論决定書刊的編輯方針、計
划、总結以及編輯工作上的重大問
題；审定图書的选題組稿計划、期
刊报道計划、以及政策性較大的書

刊稿件和其他專业性稿件；对編輯
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評 和改 进 意
見，幷帮助編輯部进行組稿工作。

会議还着重討論了財政图書編
輯的方針任务問題和“財政”月刊的
方向与內容問題；批准了1956年—
1957年財政图書选題組稿計划。确
定今后图書編輯方面应深入发掘和
組織国內的著述力量，有計划、有
步驟地編輯出版反映我国財政工作
实踐的理論著述和实务書籍，适当
地选譯一部分适合我国需要的外国
財政著作。幷指出：对于財政理論
著述必須从我国当前財政科学的研
究水平出发，本少而精的原則，但

也不可要求过高。在最近一、二年
內，应着手組織一些財政 史 料 書
籍，其中包括我国革命根据地的財
政史料和旧中国的財政史料等。

关于“財政”月刊的方向問題，
会議决定采取上下兼顧，适当滿足
下层干部需要的原則，幷积极改进
編輯工作，提高刊物的質量。刊物的
內容应充实財政方針政策的論述文
章，开展財政理論和重要工作問題
的研究討論，幷加强財政工作的經
驗报道。同时，由于“財政譯叢”
停刊，“財政”月刊应适当增加财
政譯文方面的篇幅。

会議最后指出：書刊的編輯出
版必須貫彻百家爭鳴的精神，有关
財政理論和实际工作中的 一些重要
問題，应通过書刊出版工作展开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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