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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建立统 一 的公司所得课税制度

刘扬祈 刘新军

吐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水的现代企业制度， 是建立找囚礼会主义rh场经济1个制的基础和中

心环节。 公司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制度的主要法律形式。 公司法人的基本特征是：

一是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具有与自然人相同的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

诉；二是自负盈亏， 以由股东出资形式的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三是完整纳税的

独立经济实体；四是采用规范的成本会计和财务会计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

展， 强烈呼唤着公平税负、 平等竞争， 充分考虑到尊质困际惯例， 与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和

税收政策相互协调。 同时， 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 一致配套的法律规范体系， 应该把建立统

一的公司（法人）所得课税制度作为我因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算本[j标， 从而也为我国进 一 步

将整个所得税（包括自然人、 法人所得税）合为4个， 最终建立找日统 一 的规范化的所得课

税制度创造条件。

综观世界各因， 税收制度的立法是建立在百召列的且础的法』也朵（诸如： 民认、 公司

法和商法等）之上而构成了 一 整食相加呼应、 相九l:h；向的法律休系。 我国现行的 一整全企业

制度是建立在按所有制划分的各类企业的 “ 企业法 ” 、 '｀暂行条例 ” 及法规的基础上， 问保

持旧体制及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痕迹。 因而， 我1对现行的企业）所丹课税制度不是完整的法

人所得课税制度， 更不能称作公，』］所得课税制度， 不砒够汕应建、、J戊代市场经济休仙的攷求

和建设规范统一 的所得课税制度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相国公司法））已千1()93年12月29 I」颁｛们JL式确立J
嘈

我国现什的有限责任

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 明确f找国公司制的两种组织形式是有限贞任公司（包括

国有独资公司）相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为我国当前企业制｝如改革指明f方向。 随心我国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淙化， 可以坝料， 我国企业制度必将走上法律化、 规池化的以公

司制度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轨迫。 与此同时， 建立打现代企业制J及相适应的配套统 一 的公司

所得税制度， 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找因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制， 怂由1991勾·4丿」9 1_1分fU1H1小（中华人民）l祖国外曲投资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1993斗11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人和因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共

同构成。 后者适用于内资企业。 戎困目前大蜇企业尚不具备公司法人形式， 而独资、 合伙的

私营企业按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 也不只备法人资格。 所以， 现行的所得税名只能称

“企业所得税” 。 但随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这种悄形必将大为改观。 我们理应

遵循国际惯例， 所得税将按法人（公司）和自然人分别设过， 即对按照＜＜公司法＞＞注册登记

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征收公n]所得税， 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自然人征收个人所得

税。 这种设置足合理科学的， 囚为l'.J然人（包括自倍、 合伙的企业）在组织形式、 经僅首

- 37 -

财政·金融



理、 盈利核算、 纳税资料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要求与法人实体大相径见， 肵以适用的税种相

征管方式也不一样。 下面拟就实行公司所得税制亟需解决的一 些问题作 一基本探讨。

（一）公司所得税纳税主体的构成与分类

确立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当前建立公司所得税的难点与关键。 依据国外做法， 公司

所得税的纳税人由所得税法规定， 对按＜（公司法»注册成立的公司视为当然的纳税人，对其

他形式的公司或经济组织， 税法上规定其视同公司对待， 成为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仍按照所有制划分： 包括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 私营企

业、 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外国企业、有生产

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在这些纳税主体之中， 有一部分已经具备公司法人形式；

从发展的眼光看， 有一大部分将逐步改组为公司法人形式；有个别不具备也不应该具备公司

法人形式；外国企业应属于非居民公司。 具体说来， 当前股份制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注册成立是采用公司制度形式；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通过改组将逐步转变为规范的公司制度形式。 按照我国1988年6月3日颁布的＜＜私营企

业暂行条例兀私营企业分为以下三种： 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采取有限责

任公司形式的私营企业可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从而当然成为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但独

资和合伙形式的私营企业不具备公司法人形式， 故不属十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 这亦是遵循

国际惯例的。 联营企业属于形成新的经济实体，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具备法人资格的， 也应

逐步改组为公司制度形式。 而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组织可山税法规定归入其他视同

公司的法人实体， 成为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只有这样， 公司所得税才能成为完全意义

上的法人所得税。

我国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 逄循因际惯例，应分为屈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两种。 判定店

民公司 一般有两个原则： 即注册地原则和实际管理地原则。 实阮管理地J京则又具体划分为四

种： 一是总机构所在地， 二是经营的重要场所， 三是中心管理控制机构所在地（董事会会议

召开地）， 四是股东会议所在地。 大多数国家在行使税收管轨权中同时采用两个原则。 我国

对法人居民的判定要采用双重判定标准， 既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义允分维护我国政

府的税收管辖权。 在此基础上， 征税的 一般脉则是： 判定为｝叫民公司的， 对其公司全球所得

征税；而非屈民公司， 仅对其境内所得课征。

（二）现行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协调及有关问题

我国目前的涉外企业、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若内在的 一致性。 这既是市

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也为下 一步税制改革做好了准备。 但差别亦是极为明显， 故仍应注

意以下儿个方面的问题：

I • 基本税半和优惠税牛的问题

公司所得税税率仍实行33％的比例税率， 与累进税率相比， 其具有计算简使， 透明度高

等优点。 按比例税率征税体现了税负的横向公平原则， 有利千促进规模经济的发展。 同时，

采用33％的基本税率， 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税率相接近， 略低于我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平均税率水平， 有利于我国吸引囚标负本和捎强我国企业参予冈际市场的整休竞争能力。

按照世界上 一 些囚家通常的做法， 理应对小公司采取照顾措施。 这是因为小公司在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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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 狄取资金能力等方面处寸不利兑争地位。 但小公司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提高届

民生活水平和就业水平方面均具重要意义。 我国对此可按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大小设耸两档照

顾性的优惠税率（例如18%、 24%)。

统一后的公司所得税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困企业的税收优惠在统 一 的税基与税前扣除标

准基础上， 也尽蜇只采取税率优惠的办法， 而不应采取改变税基的手段。 这既有利于增强税

收优惠的透明度， 又便于国际上通行的税收抵免与饶让的计算， 还有利于建立我国真正统一

规范的公司所得税制。

2. 确立真正规范、 统 一 的枕基标准

税基间题是所得课税理论中极为复杂的 一 个问题， 它的确定既＇如要必循国际惯例， 义要

允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公司所得税的税基是净收益额。 该税基应确保规范性和法律化，

税法中应明确而详细地规定所得的内容和统 一 的准予扣除的范围和标准。 80年代中期以

来， 国际上公司所得税改革的趋势是在降低税率的同时， 努力扩大税基， 以保证政府财政收

入。 与此相适应， 我国的公司所得税建设中尤其应该亟视保护和拓宽税基， 使这 一 被岱为

“良税” 的税种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又能与国际上主要国家的所得税保持可比性。

我国当前企业所得税的税基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从屈于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而各种不同

行业、 不同类型的财务会计制度又具有一 定的区别。 例如， 按照《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

外商投资企业经批准可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但其他企业却不能采用这种办法。 这必然导

致最终计税标准的不统 一。 尽管现行税法对税前扣除的范围、 项l_1和标淮作了 一定的规定，

但不够明确和详细， 从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确定的成本费用开支范旧和标准也就成了应纳税

所得额的计算依据。 这既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 也不符合国协上通你的做法。 要解决这 一 问

题， 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务会计和所得税会计。

统一后的公司所得税， 仍应采取综合所得税制。 应纳税所得额比纳税人钮 一 纳税年度的

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H的余额。 收入总额概念是 一 个包罗 一 切的概念， 除国家有关税收

法规明确排除外， 纳税人的一 切收入都应纳税。 值得 一 捉的是， 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是采取

有连续性所得的观点。 例如， 对外商米中L出进行 一 次性的商品贸易所得， 没有列入征税范

围， 今后应放弃这 一观点。 在具体扣除问题上， 要遵照国际惯例， 只扣除与取得收入有关的

那一部分必要而合理的成本费用支出。 要严裕区分业务支出和个人支出， 个人支出不能扣

除；营业性支出与非营业性支出， 非信业性支出不能扣除；收血性支出匀贡本性支出， 资本

性支出不能直接扣除。

（三）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衔接

由于都是对净收益征税， 法入（公司）所得税与自然人（个人）所得税有密切的天然联

系。 西方国家对这两个税种都是作为 一个整体米研充和对待的。 伐国在立法过程中应该通盘

考虑两者之间的政策上的衔接， 对两个税种在所得的确定和构成、 扣除的原则和内谷等方血

都应互相照应， 不要出现矛盾。

从防止避税和提高经济效率出发， 公司所得税税率的设置要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

率有可比性， 不要差距太大， 以避免一 些纳税人只为趋向少纳税而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变化

摇摆。 从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出发， 所得税的政策应有利于独资合伙的私营企业向有限

贞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发展 0 (下转ffi5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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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财富， 缓和固定资产供求紧张状况， 提

高全社会的固定资金使用效果。

3. 加强宏观调控， 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 要使企业正确进行财务决策， 并在决策

时比较正确地处理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 当

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靠行政命令与强

制手段无济于事， 面只能运用价值规律， 运

用各种经济杠杆， 加强宏观控制 调节和引

导， 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为了加强宏

观控制和引导， 让市场机制在一 定程度上正

常运转，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进行价格休制改

革， 使长期被扭曲了的价格得到校正， 价格

能比较确切地反映价值， 改变价格严重背离

价值的不合理状况。 要进 一 步扩大市场调节

的范围， 使大部分商品价格能比较灵敏地反

（上接第39贞）

映价值、 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成为市场的指

示器和调节器。 通过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为企业提供正确的关系， 为企业提供正确的

市场信息， 从而提高企业的决策水平。

此外， 要让企业正确进行财务决策， 企

业内部必须要有一 种追求自我改造和自我发

展的动力， 这种动力的产生， 米源于企业的

职工在权、 责、 利相结合基础上所产生的对

切身经济利益的强烈要求， 来源于职工经济

利益与企业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 同时还来

源于企业和职工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和献

身精神。 这就需要在改革的实践中进 一 步探

索， 创造新的形式， 使企业正确地、 自觉地

进行财务决策。

要解决公司股息的经济总义l：的从币征税l【JJ题。 这是指对1II ] 所得在不同层次上重复课

税， 即对公司的所得在公IIj层次征收公n]所得税， 对分配的股息在股东层次征收个人所得

税。 这是否属J； 双重征税， 国际上的 ＂卜旧拟祛人说” 与 “ 实在认人说“ 对此至今还争论不

休。 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ii点采取办法来斛决或部分斛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 一 力面抑制了股

尔的投资积极性， 使企业难以较好地筹集资金；另一方曲增加f股东的投资成本， 直接影响

社会投资总量。 我国可以考虑采取两种办法斛决： 一 是在公司层次征收公司所得税， 对分配

给个人的股息予以税前全部或部分扣除；二是在个人股东层次， 对已缴的公司所得税可以全

部或部分抵免应缴的个人所得税。

（上接第36页）

最后， 还应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结合起来， 考察整个财政分配所产生的综合乘数。 由

于我国公债已不再作为财政收入， 而仅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了， 因而我们也应分别考

察： （1）当不发行公债， 即财政收支大体平衡时， 我国的平衡预算乘数； （2）当发行公

侦以弥补赤字， 即公侦作为财政政策的内生变量时， 我国财政政策的综合乘数J (3)还应

进 一步分析， 公债由企业、 个人和非中央银行的金融机构购买时对财政乘数的影响， 以及中

央银行以国债券为对象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时有着怎样的财政乘数， 等等。 这些分析已涉及到

财政政策与公侦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因而是更为复杂的。

总之， 由于我国除了公共财政之外， 还存在着国有资产财政， 这就使我国财政分配远较

西方财政为复杂， 从而我国的财政乘数也是更为复杂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之

中， 但还很不完善， 兼之各种行政性计划性的因素的干扰， 我国财政乘数的影响就更为变幻

莫测了。 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演化已远非政府直接计划管理所能把握和控制得了的。 因此，

如何更好地开展宏观间接涸控已是当务之急， 而财政乘牧即为政府间揉宏观问拧所应倌决的

最重要课题之 一， 这就沽楚地表明了这个问题的正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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