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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规范间接出口税
收政策的思考

. 陈松青

1 年新
、

老外商投资企业出

退税统一后
,

对间接出 口

税收政策的调整或规范就迫在眉

睫了
。

有人以老企业出 口 货物由

免征免退政策改为 出 口退税政策

为理由
,

主张间接出 口应该视同

内销征税
。

间接出 口业务是加工

贸易的一个重要环节
,

许多进料

加工企 业 (主要是外商投资企

业 ) 以这种方式从事加工贸易
·

有关资料表明全国一年间接出 口

交易额达上千亿
,

所以间接出 口

税收政策的调整势必对我国的加

工贸易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

本文

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

对间接出 口视同内销征税

的利弊分析
乖慰碰颤兑发 [ 1 9 9 6 ] 2 2 3 号夕拍勺

规定
,

仅限于老外商投资企业之

间 开展 的间接 出 口 业务是免税

的
,

非老企业之间的间接出 口业

务要视同内销征税
。

但在全国各

地的实际管征中
,

几乎对所有企

业的间接出 口 业务都予 以免税
。

如果对间接出 口税收政策调整为

视同内销征税
,

变动很大
,

应审

慎处理
。

我们先对间接出 口视同

内销征税进行利弊分析
。

有 利之处
:

l
、

视同内销征税有利于增

值税的规范管理
,

使间接出 口环

节不再游离于增值税链 条之外
。

抛开海关对料件 的保税进 口 因

素
.

间接 出 口 的经营行为是一种

内销行为
,

从理论上讲应该纳人

增值税的课征范围
。

据统计
,

目

前全国每年有上千亿的间接出 口

交易额
,

实行免税政策
,

对整个

增值税管理影响 可想 而知
。

因

此
,

对间接出 口征税可保持增值

税链条的连续性
,

有利于堵住偷

逃税的漏洞
。

2
、

间接出 口视同内销征税

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管理
。

一个企

业间接出 口的客户 (即间接进口

的企业 ) 很多
,

对间接出 口免税
,

税务机关无法对每个间接进 口的

企业逐个跟踪管理
。

间接出 口
、

进口的两家企业如果同在一地区

或属同一税务机关管辖
,

对间接

出 口的免税管理还比较容易
;

如

果两家企业不在同一地区甚至跨

省市
,

税务机关对其实施出 口管

理的难度就大了
。

另一方面
,

许多

产品是在国 内经过多次结转
,

也

就是多次间接出 口才真正出 口离

境
,

税务机关对其管理难度就更

大了
。

所以
,

对间接出 口视同内销

征税
,

将它纳人增值税管理范围
,

将大大减轻税务机关征管难度
。

不 利 影响
:

1
、

对间接出 口视同 内销征

税不利于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

企

业直接从国外进 口料件加工后间

接出 口给另外一家企业
,

若对其

征税
,

由于企业前道环节是免税

进口的
,

没有进项可以抵扣
,

在

这种情况下
,

对间接出 口业务征

税就相当于对产品全额而不是增

值额征税
,

企业的税负很重
。

其

次
,

在 目前许多产品的出 口退税

率低于征税率情况下
,

对间接出

口视同内销征税必然造成已纳税

款得不到全额退税
,

增加加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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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企业税收负担
;

第三
,

对所有

的间接出 口所征的税款
,

如果产

品最后出 口 时都要退税
,

在出 口

退税指标比较紧和退税速度慢的

情况下
,

占用企业资金
,

不利于

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

2
、

在加工贸易整体税收政

策未作调整的情况下
,

对间接出

口视同征税会产生新的问题
。

目

前
,

我国对加工贸易的主要税收

政策是进 口料件保税不征税
,

出

口加工货物时退还其耗用的国产

料件已征税款
,

如果仅对间接出

口征税
,

会影响到加工贸易整体

税收政策
。

由于间接出 口涉及海

关对进 口料件的保税监管
,

同时

又涉及税务机关对产品转厂的税

收管理
,

如果税务机关对间接出

口视同内销征税
,

但海关对间接

出 口的产品实行保税政策
,

政出

多门
,

海关与税务机关政策互相

矛盾
,

会让企业无所适从
。

另一

方面
,

广东省毗邻港澳
,

如果对

间接出 口实行征税政策
,

广东省

的进料加工企业很容易就把原来

间接出 口的产品改为直接出 口到

港澳地区后再进 口到国内
,

甚至

只要把集装箱开到港澳绕一圈再

转回来就可以
,

所耗的运费肯定

比间接出 口所缴纳的税款少
,

但

其他地区如上海的企业就没有这

样的便利 了
,

这会造成新的不公

平竞争
。

如果仅对间接出 口按内

销征税
,

而其他形式的加工贸易

税收政策没有改变
,

势必会造成

加工贸易因形式不同而税负相差

很大
,

成为新的税收问题
。

也很

难说企业不会把进料加工改为来

料加工或别的形式
。

所以加工贸

易涉及多种形式
,

情况复杂
,

调

整间接出 口的税收政策
,

褥要通

盘考虑
,

还要兼顾间接出 口涉及

的方方面面
。

调整和规范间接出 口税收
政策的设想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清楚地

看到
,

对 间接 出 口 视同 内 销征

税
,

有利之处主要是便利税务机

关的征管
,

弊端则是增加企业的

税负
、

甚至危及我国加工贸易出

口
,

弊大于利
。

在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背景下
,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

发展中国家而言
,

利用我国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
、

廉价的土地
、

厂

房等有利条件发展加工贸易
,

是

我国发展对外贸易
、

发展经济的

一种好途径
,

国家应该继续实施

税收鼓励政策
。

对间接出 口实行

免税政策
,

有利于发展加工 贸

易
,

扩大出 口创汇
。

所以间接出

口税收政策的现实选择是实行免

税政策
。

间接出 口免税政策造成

的不利于增值税规范管理
、

税务

机关征管难度大等弊病可以通过

规范
、

调整间接出 口税收政策来

解决
:

1 、

参照 国产钢材
“

以产顶进
”

管理办法
,

规范税务机关对 间接

出 口管理
。

早星主 9 2
、

9 3 年
,

国家

幸沦务忿局就以匡拜兑发 [ 9 2 ] 1 4 6 号文
、

匡耳兑夕卜函 [9 3 ] 0 4 ‘ 号文等文件初步

规 范 了 间 接 出 口 的管 理 办法
。

国家税务总 局可在这两个文件

的基础 上
,

参照钢材
“

以产顶

进
”

管理力
、

法
,

进一步规范间接

出 口的管理办法
。

具体地讲
,

(1 )

间接 出 口企 业持有 关资料
,

填

报 《间接出 口免税 申报表》 向其

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免税
,

在规

定 的时 间 内
,

间 接出 口 企业所

在地税 务机关根据间 接进 口 企

业所在地税务机 关签 发的 《间

接 出 口 产 品免税 业务联 系通 知

单》
,

对间接出 口企业的免税产

品进行核销
;

(2 ) 间接进 口企业

应在免税产品运抵 后规定时限

内
,

向其主管税务机 关办理 间

接进 口 的登记 备案手续
,

税务

机 关出具 《间 接出 口 产品免税

业务联系通知单》
,

并对间接进

口 的免税产 品进行 监管
。

管理

的关键 是对 间接 出 口 产品免税

建 立业务联 系制度
,

加强税 务

机关之间的协调
、

配合工作
。

可

依靠税务系统强 大的计 算机 系

统 与人才优势
,

由 国 家税务总

局 出面协调
,

对间接出 口
、

进 口

两方企业主管税务机 关的业 务

管理
、

联系
、

信息交换实行电子

化管理
。

2
、

间接 出 口 税收政策应 与

出 口 加 工 区 的税 收政 策协调起

来
,

并 以此作 为 突破 口
,

逐步调

整
、

规范加工 贸易税收政 策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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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对加工贸易的管理
,

一般是

将加工贸易限定在特定的区域
,

如只能在 出 口 加工区 内从事加

工贸 易
。

而我国的加工贸 易却

是
“

漫山放羊
” ,

从事加工贸易

的企业遍 布全 国
,

多年的管理

经验证明
,

这样的管理棋式为

企业偷漏税
、

出 口骗税
、

走私等

提供了便利条件
。

2 0 0 0 年国家出

台 了 《出 口加 工区税收 管理暂

行办法》
,

是国家调整加工贸易

管理棋 式
、

税 收政 策的一个尝

试
。

现在全 国各地的出 口 加工

区 处于筹建阶段
,

而且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不高
。

鉴此
,

应该将

间接出 口税收政策 与加 工区税

收政策协调起来
,

为 以 后调整

加工 贸 易税收政策创造有 利条

件
。

在适当的时候
,

将间接出 口

税收政策调整 为在 出 口加 工区

内的 间接 出 口 是免税的
,

在出

口加工区外的 间接 出 口应 视同

内销征税
,

这样 既可以促 进加

工区的发展
,

规范加工贸易
,

又

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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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厦 门 大 学财金系

清 华大学 经济学教授黎诣远指 出
,

西 方不 少学者认为
,

由发达 国家

倡导
、

知识经 济先导
、

跨国公 司主导的经 济全球化
,

将 导致一个 资本没

有 国籍
、

人才没有祖 国
、

国 家没有 边界的世界
。

协调世界经济的不再是

一个个国家
,

而是像 W T O
、

工 M F 这样的超 国家机构
。

他们说
,

这里继 自由

资本主义
、

圭断 资本主义之后 的一个新阶段
,

叫 作跨国 资本主义或全球

资本主义
。

据说
,

这就是
“

历史 的终结
” 。

应 当看 到
,

在 自 由主义思潮弥漫全球的 同 时
,

社会主义思潮并未惬

旗忽鼓
,

特别 是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 中 国
,

持续
、

快速
、

健康发展
,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成为 那 些既不想搞
“

传统社会主义
”

又不想搞 资本

主义的发展 中 国 家心 目 中的可选摸式
。

文章指 出
,

经 济全球化必定是全

球市场化
,

但全球市场化不等于全球 资本主 义化
。

与 经济全球化就是 资

本主义化的观点相反
,

有学者认为
,

由知识 经济先导 的经 济全球化
,

将

是共产 主 义化
。

文章说
,

要判 断经济全球化的结局是否是共产 主义
,

关健在 于弄清

什 么 是共产 主 义
。

邓 小 平在论述 共产 主义的初 级阶段一一社会主义本质

时
,

前 两 句
“

解放生产 力
,

发展 生产 力
”

讲 的 是生产 力
,

后 三句 ,’j 肖灭

利 削
,

消 除 两极分化
,

达到 共 同 富裕
’,

讲 的 是生 产 关 系
。

如 果只从生产

力 和三大差 别 来看
,

连 克林顿也说
:

我们距 离 共产 主 义比 中 国 更近
。

文章说
,

对于共产 主义
,

除 了
“

各尽所 能
,

按需分配
”

以 外
,

我们

还能说出 多 少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 要上百年的时间
,

那 么社会主义高

级阶段呢? 是否仍然实行市场经济 ? 如果说 《资本论》 是 自 由 资本主义时

期的马 克思主义
,

《帝 国主义论》 是奎断 资本主义时期的马 克思主义
,

邓

小平理论是跨 国 资本主义时期的马 克思主义
,

中 国的经 济学者应 当 运用

马 克思主 义的墓本原理
,

对这 些 问题 作 出回答
。

(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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