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述，它不仅有产生的客观基础，而且具有其成为独立

会计分支的理论依据。这就是：①税务会计有研究的独

立对象。它所研究的税收资金运动，从产生到征收入库

有其独特的规律。②税务会计有其特殊的核算方法，在

科目设置、报表内容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其他会计的

特点。

四、建立税务会计的现实意义

1
.
税务会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各种类型

的企业都将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

纳税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国家依法征税，完全体现了国

家同纳税人的税收分配关系。企业为了取得合法经营

的最佳效果，不但要通过财务会计核算经营成果外，还

需要通过税务会计核算，一方面正确履行纳税义务，依

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选择投资方向，优化

经营项目，取得最好的投资效果。

税务会计的建立，为企业实行“自核自缴”、自行计

算纳税，形成自我管理机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 一套

系统的纳税会计核算方法，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2.税务会计，是我国新税制实施的必然产物。

我国新税制的基本框架，是以增值税普遍调节，消

费税特殊调节，配合营业税的流转税制度；统一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实完善的地方税制度等共

同组成。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税种，几乎涉及到所

有的企业，成为调节经济和组织收入的主要税种。新的

增值税扩大了课税范围，增强了调节功能，又实行了价

外税和凭专业发票注明税款抵扣的办法，在会计处理

上增加了不少较为复杂的核算内容，企业不仅要进行

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和应缴税额的核算，还要在具体操

作上对一些特殊情况，采取特殊的方法进行核算。如期

初存货已征税额分离和抵扣的核算，视同销售的核算，

零售企业按售价核算等等。新的所得税的实施，标志着

我国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彻底分离，纳税所得和会

计利润成为两个独立的经济范畴。纳税所得和会计利

润之间的两种差异，要采取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即永久性差异，用“应付税款法”处理；时间性差异用

“纳税影响会计法”处理。所有这些，都要求将企业财务

会计中有关税务核算的部份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税

务会计，才能正确地执行税收法规，准确计算征税对象

和应缴税金。

3.税务会计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需要。

我国已经建立了接近国际水平的新的税制体系，

然而，征管手段却严重滞后。当务之急，是深化征管改

革，建立申报、代理、稽查三位一休的税收征管新格局。

同时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运用量化数控理论，把税收

征管纳入会计核算，用会计核算的科学方法严密税收

征管；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管理税收，提高电算化和

网络化水平。

税务会计的建立，适应征管改革的要求，为建立新

的征管模式服务，给税务征管人员、稽查人员以及税务

代理人员提供了翔实的征税计算方法和查帐验证实

务。

税务会计的建立，实现了财务会计、税收会计和预

算总会计的接轨，为税务管理实行电算化创造了条件，

给税收征管运用电算化及其与纳税人的联网，提供了

设计应用软件所必需的会计核算系统。

4.税务会计的建立，是降低税收成本，增加税收净

收入，实行有效税务管理的需要。

效率原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制建设应遵循的

原则之一，税收一方面要促进经济有效、良性运转，另

一方面税务行政本身也要讲究效率，努力降低税收成

本。国外早已将“税收成本会计”作为税收会计的重要

核算内容之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将税务行政经费纳入税务会计核算的范围，可以

为领导决策提供征税成本方面的会计信息，有利于合

理配置税务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最小的投入，取

得最大的收入效益。这对于建立严密、高效的税务管理

运行机制，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单位：宁夏 第二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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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明确

〔财会字（1995）6号〕

文的适用范围

财政部“关于减免和返还流转税的会计处理规定

的通知”〔财会字（1995）6 号〕发布后，各地纷纷询问该

文是否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最近，财政部以（95）财会一

字 17 号文就此明确如下：

“财会字（1995）6 号”文不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外商

投资企业发生有关退税业务时，仍然按照我部 1994 年

6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退还外商投资企业改征增值税、

消费税后多缴税款有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94）财

会字第 23 号〕执行。  财政 部会计司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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