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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企业负担的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的研究

摆脱企业所面临的经济滑坡、 效益下降的困境， 增强企业活力， 是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和
发展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一 个核心问题。 同时， 它又是一项涉及面广、 影响探远的系统工
程。 而选择合理的企业负担政策、减轻企业负担、 调整负担结构， 则是整个工程中的重要环
节。

一、 企业负担的指标休系

正确地估计我国企业负担的实际情况， 是合理地选择企业负担政策的前提和依据。 然
而， 理论界和政策实务部门对于企业负担是偏重还是太轻却存有很大的认识分歧。 一些入从
财政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由于减税让利过头， 企业负担太轻， 导致了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比
重下降， 财政赤字严重， 要摆脱财政困难， 必须提高企业上缴比重。 而另一些人却从企业角
度进行分析， 认为市场疲软、 经济滑坡、企业活力不足， 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负担偏
重、 留利水平偏低、 再生产资金不足， 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矛盾更加突出， 要求能够进一

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减轻企业负担， 以增强企业活力。 那么为什么对同 一 的企业负担事实却
有着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有多种因素所致，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 从
不同的利益要求， 选择不同的负担指标和评判标准分析企业负担状况。 因此， 建立统 一 的企
业负担指标休系和评判标准， 对于正确估计企业负担状况、 合理选择企业负担政策、理）即国
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现行的经济条件下， 企业所承受的负担是多方面的， 有财政性的， 也有非财政性
的， 财政性负担中又有税收的和非税收的， 因此， 难以用 一种指标来概括反映企业负担，而
需要用系列的指标体系来反映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企业负担。 根据企业实际负担情况及其
负担性质， 我们主张建立 “所得负担',、 “税收负担” 、 “财政负担” 和 “社会负担“ 四个
基本指标。

1、 所得负担。 是指企业纯收入中用于缴纳所得税和利润的比例， 具体公式为：
所得负担率＝所得税额和上缴利润额王企业纯收入
理论上的企业纯收入应是指企业利税总额， 也可指收益所得额， 即利税总额减去间接

税。 为了分析的需要， 实践中企业所得负担还可进 一步分解为名义负担和真实负担。
第一， 所得名义负担。 是企业所得的法定负担， 即通过企业上缴所得税和上缴利润同企

业应税所得额比较来反映企业负担状况。 公式为：
所得名义负担率＝所得税额和上缴利润额＋应税所得额
由于应税所得额是企业实现利润额减去税前允许扣除项目的余额， 而不同行业、 不同性

质企业， 甚至同一 行业、 同一性质企业的不同时期，税前扣除项目有所不同，因此， 以应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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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额反映的所符负担 ， 不能真实地或公平地再现不同企业的负担状况，故称之为名义负
担。

第二 ， 所得贞实负担。是指以企业上缴所得税和利润额fiij'.企业实现利润的比例反映企业
负担状况的指标。公式为；

所得真实负担率＝所得税额和上缴利润额＋实现利润
由于该指标以企业利润而不是应税所得额为指标依据 ， 对于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的企业

一视同仁 ， 因此 ， 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不同企业所得实际负担状况。
2、秅收负担。是指企业纯收入或税利总额中用于上缴流转税、所得税和上缴利润以及

其他税收的状况。公式为：
税收负担率＝ （流转税额＋所得税和上缴利润＋其他税收）十利税总额
我国现行税制大约由40个税种组成，就一 个企业而言 ， 通常要缴纳10种以上的税，其缴

纳的税种按顺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在企业产品销售或营业服务取得收入时缴纳的流转
税；在企业成本费用结算时缴纳的地方税，在企业利润分配时缴纳的所得税和上缴利润；在
企业基金使用时缴纳的行为税。尽管企业生产经营不同环节缴纳的税收会对企业产生不同影
响，但最终都必然减少企业可自行支配的财力，从而构成企业负担。因此，衡量企业负担不
仅要反映企业直接缴纳的所得税和利润，而且要反映企业缴纳的全部税收情况。显然 ， 企业
税收负担是反映企业负担状况的最主要的综合性指标。但是，作为反映企业负担水平的重要
指标， 尚存在流转税是否转嫁、能否作为企业负担的争议。我们认为， 税收负担和税负转嫁
确实存在密切关系。如果由企业缴纳的税款能转嫁给消费者 ， 那么自然就不能视为企业负
担。但是，税负转嫁是一 个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首先，税负转嫁是有条件的 ， 只有在竞争
市场 ， 完全无弹性的商品才能完全转嫁， 否则就不能转嫁或不能完全转嫁。其次， 在计划价
格条件下流转税能否转嫁的命题是否成立本身就有分歧，国家设计流转税更多考虑的是调节
产品的利润。最后 ， 在流转税能否转嫁不明确、转嫁多少不可测的情况下 ， 把流转税视为企
业负担， 对于研究税负分布、税负水平、合理设计税制体系、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更
有积极意义。

3、财政负担。国家对企业依法征税外 ， 还通过专项基金和附加等形式从企业取得收
入，例如我国目前征集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预算调节基金、教育费附加等。 虽然从国
家角度分析， 专项基金具有不同于税收的特征，但从企业角度分析，税收与专项基金没有实
质区别。所以，我们认为财政负担是衡蜇企业负担的又一 综合性指标 ， 它是企业上缴税收、
利润以及基金总额同企业纯收入即利税总额之比。公式为：

财政负担率＝ （上缴利税总额＋上缴基金总额） ＋利税总额
4、社会负担。社会负担是由于企业除了向国家财政缴纳各种税利和基金外 ， 还向杜会

各类组织和机构缴纳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社会性费用 ， 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企业
负担水平。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种社会性费用很多，如清洁费、绿化费、副食品津贴、平抑粮
价基金、副食品基金、退休职工工资统筹、资助中小学基金、幼儿托费等。企业社会负担是
企业上缴税利、基金和社会性费用同企业纯收入即利税总额之比，也是衡量企业负担的综合
性指标。公式为：

社会负担率＝ （企业上缴税利、基金＋企业支付的社会费用） ＋利税总额
以上，我们建立了所得负担、税收负担、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等四个基本指标，从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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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衡量企业负担状况的指标体系。在该指标体系中，各指标表现为递进式的负担水平，即
由所得负担到税收负担，再由税收负担到财政负担，最后由财政负担到社会负担。以公式表
示为：

t= F .  F+T . F+T+G F+T+G+S 
＿＿＿＿． 一 一

M M M M 

上述公式中F为企业上缴所得税和利润，T为企业上缴所得税以外的其他各税，G为企业
上缴的基金和附加，S为企业支付的各项社会费用，t为负担率。企业负担指标体系能较为全
面地反映企业实际负担状况，为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提供依据。

二、企业负担的分析

如果我们运用企业负担的指标体系对有关统计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大致能反映不同层次
的企业负担的实际状况。见下图所示｀

全国企业税收负担状况 单位：亿元
＼指利税 实现 税前应税上缴上缴上缴J名义所得 真实所得 税收

年
标1至卫－I 利润 还贷所得尸虳钮也皇贮一 负担 | 负担 皇卫

份 1 I 2 I 3 I 4=2-3 I 5 I s I 1==s+6 I s=5+4 I s=5+2 ! 10=1+1

1980 1192.4 810.0 17.8 792.2 648.2 382.4 1030.6 81.8% 80.0% 86.4％ % 
1981 1 1 77. 2 769.9 2 1. 1 148.8 580-3 407. 7 988.0 77.5% 75.4% 83.9 
1982 126·7.2 828.4 34.6 193.8 577.l 438. 8 1016.5 72.8% 69.7% l 80.2% 
1983 139

3 
1.9 936.4 48.2 388.2 597.4 455,5 1052.9 67.3% 63.8 75.6% 

1984 150 5 988.9 66.3 922.6 566.8 514. 7 1081.5 61.4% 57.3 71.9
％ 
% 

1985 1952.6 1257.7 98.3 1159.4 697.6 694.9 1302., 60.2% 5 5. 5 7 1. 3 
1 986 1951. 5 1212.2 138-. l 1073.5 584.2 745.2 1392.7 54.4% 48.2 67.9% ％ 1987 2328.3 H

6 
63.2 164.1 1299. 1 160,6 4 865. 1 1625.7 58.5% 52.0 69.8 

1988 2736.2 1 85.5 246. 6 1438.9 138. .1050.6 1789.0 51.3% 43,8 65.4% 

该表为全国企业税收负担状况表，反映了企业名义所得负担、实际所得负担和税收负
担（只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三个指标的情况。如果从静态分析，1988年我国企业名义所得
负担率为51.3%，真实所得负担率为43.8%，税收负担率为65.4%。指标横向比较 1 企业名
义所得负担高千真实所得负担，主要是由于税前还贷因素，使税基缩小；企业税收负担高于
所得负担，主要是流转税的因素，使税额扩大。企业应税所得的51.3%、企业纯收入中的
65.4％以税收形式上缴财政，反映了实行体制改革后，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中国家仍得大头
的事实。如果从动态分析，1980年至1988年我国企业名义所得负担由81.8％降为51.3%，真
实所得负担由80.o％降为43.8%，税收负担由86.4％降为65.4%。指标纵向比较：企业各项
税收负担指标都普遍下降，主要是由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财
力，减轻企业负担，使国家、企业分配关系中的国家财政过于集中、企业缺乏自主权的不合
理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80年代企业负担指标普遍下降，但各项指标下降的情况不完全相
同，所得负担下降的幅度大于税收负担， 8年中所得负担下降了30个百分点以上，而税收负
担只下降20个百分点左右，所得负担中真实所得负担下降的幅度大于名义所得负担，分别下
降了36个百分点和30个百分点。说明企业税收负担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所得税负担
减轻和税前还贷份额增加。为使印象更加直观，我们将企业负担各项指标以图表反映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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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图表可以进 一 步看出 ， 企业各项负担指标呈下降趋势， 而指标之间的 “ 剪刀差” 在

日益扩大：企业名义所得负担重于企业真实所得负担 ， 税收负担重于所得负担。如果我们有

条件进一步反映企业的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 ， 那么 ， 由于财政负担高千税收负担、社会负担

高于财政负担，必然是指标之间的 “ 剪刀差” 更加扩大。由于企业负担的不同指标之间 “剪

刀差” 比较大 ， 选择不同的负担指标就会得出不同结论，，例如 ， 以企业真实所得负担为衡量

企业负担指标 ， 由于企业真实所得负担在各指标休系中相对较低， 就给人负担较轻的印象。

而以企业总负担为衡量企业负担指标 ， 而企业总负担在各项指标体系中相对较高 ， 就给人负

担较重的印象。对于企业负担的不同结论不但在于指标的选择， 也在于评判标准不同。如果

我们仅从收入负担指标本身看 ， 不管我们选择哪一种指标去衡量 ， 企业负担都是减轻的 ， 只

是各指标负担减轻的情况不同 ， 因此 ， 我们很容易得出企业目前的负担比较轻的结论。 然

而 ， 如果我们联系企业的支出就会发现 ， 减少企业收入上缴比重是为了增加企业支出的责

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

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 企业职工收入由基本上进企业成本改为很大一部分由企

业用税后留利支付 ， 这样，减轻企业收入负担， 却加重企业责任 ， 不能由此认为企业负担是

轻的。

三、企业负担的政策选择

通过分析我国企业负担的实际情况 ， 我们大致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国企业负担的总水

平随着体制改革不断得到减轻，而这种减轻企业负担、扩大企业财权、增加企业责任的改革

应该说是一种合理的政策选择。但是我国企业负担的结构却没有随着体制改革而得到合理调

整 ， 各项负担指标的 “ 剪刀差” 不断扩大，特别是企业社会负担的加重，使企业财政负担减

轻部分地被社会负担加重所抵销 ， 既不利于企业体制改革， 也不利于转换财政职能和理顺国
家与企业的责权关系。 这就要求我们进一 步改善企业负担状况， 合理地选择企业负担政策。

（一）企业负担水平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 ， 财政支出居高不下， 财政赤字较为严重 ， 而企业

也正面临资金紧张、市场疲软、活力不足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 企业负担水平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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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千曲难的悦地， 进 一 步减轻企业负担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 但会加虹财政困如l(IJ1肖加

企业负担有利J寸 罢脱财歧暂时困，｛佳， 但将抑制企业发展。 因此， 很难訧企业负担的本身作出

减轻企业负担或增加企业负担的政策选择， 而比较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把企业负担的调整1司进
-.步理J帜国家匀企业的责权关系相联系。 或者是顺应改芹的总趋势，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减少财政收入比亚， 同时增加企业的责权， 减少财政支出， 主要财政措施丛把企业1向税前还

贷改为税后还贷， 降低企业所得税或利润承包上级比例， 以实现企业在扩大再生产方jhi的完

全的自主权， 实现财政职能的转换；戍者是从适当集权米摆脱财政困境， 迅当提高企业上缴

比重， 增加企业负担， 同时增加财政支出， 减少企业目主权， 主要政婌措施足把累退的企业

所得税或利润上缴改为累进的所得税或利润上缴，逐步提高企业上缴比重。 应该说，前一种政

饿选抒是进 一 步理顺国家、 企业分配关系的理想选择， 但由于同时涉及企业收入的存员和增

惜悯舱， 难度较大；而后 一种政策选择始缓解财政困难的现实选抒， 尽忤影II向对企业的激励

效果， 但由千只沙及对企业收入的增垃凋整， 相对来说阻力较小， 而且随企业收入增加， 财

政收入比重也将逐步回升。

（二）企业负担结构的政策选择

在企业负担水平的政策选择处于两难柲地的情况下， 不失时机地进行企业负担的纠构削

邪， 4
才

禾U －卜合现企业负担， 理J帜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第一， 凋整企业各种负担的构成比例。 企业负担的结构矛盾主要是各类负担向构成不合

埋： 企业所得税（或利润上缴）负担降低， 流转税负坦提高，税收负担降低， !I 矗税收负担捉

沁财政负担降低，非财政的社会负担提高。合理企业负担结构的政策可选择： 首先， 提商企

业所得税负，降低流转税负。 所得税是 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税种，弹性比较大；而流轧税尽竹

刚性约束较强， 但弹性小。 提高所得税负、降低流转税负有利于合理企业税收负担， 增强企

业对税收的适应性。 扛次， 提高企业税收负担， 降低非税收负担。 税收是比较稳定、 规范的

财政收入形式， 受法伴的约束比较强， 而非税收的基金和附加作为临时性收入， 具有很大的

随总性。 提商企业税收负担、 降低非税收负担有利于稳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稳定财政

收入。 再次， 捉商企业财政负担， 降低非财政的社会负担。 企业的财政负担反映国家'j企业

的分配关系，i旬非财政的社会负担反映企业与社会之间同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经济联

系， 这种补会负担具有更大的随意性， 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山于财政支出减少、 拨款不足所引

起。 捉 的一个1
!

！，财政负担， 降低社会负担， 有利于稳定企业负担， 减少企业负担的油，引性。

令 ＿勹， 制整不同类型企业的负担水平。 企业负担结构不合理的另 一 个才盾）心不问类堕企

业如1，个合阱。 从所有制结构看， 国营企业负担呕， 非国营企业负抇轻；从产寸｝结构石， 生

产领域企业负担重， 流通领域企业负担轻。 合理企业负担结构的政策可选择： 首先， 降低困

心企业负担， 捉淌非顷背企业负担。 由于国营企业大都是国民经济的骨干企业， 是国民经济

发展的 i:．要力队， 面国营企业负担重千非国营企业， 使国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降

低困营企业负扣、 捉高非国营企业负担丿有利于企业间公平竞争、 经济稳定发展。 其次， 降低

生产领域企业负担， 提高流通领域企业负担。 这不但有利千改变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企业负

担不平衡的矛）百， 也打利于减少用家税收对企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干秧， 减少税收对牛产价格

扭曲， 合理比价关系。 再次， 根据产业结构凋憋发展的需要， 按产业发展片列， 叫整企业负

Ji，水平， 从根本i,．改变根掘令业利润设计企业负担的做祛， 以避免介＼IV.Iii)片＇，T；不．均， Ji
』

．以负

灿仪众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讽鉴， 促进企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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