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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流转税之一的增值税，在我国国家税收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本文在阐述增值税内涵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指出了其

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希望能对增值税税制

的日趋完善做出一些有益的探讨。

一、“增值额”概念的内涵及其存在的缺陷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务

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

的一种税，其中增值额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应税产品和提供

应税劳务过程中所创造的那一部分价值。假设社会总产品价

值为W，已消耗生产资料的价值为 C，劳动者新创造的用于
补偿个人和家人需要的价值为 V，劳动者新创造的用来满足
社会需要的价值为M，则有：W=C+V+M。
从理论上说，增值额相当于商品价值（W）扣除在商品生

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C）的余额，即由本企
业劳动者所创造的新价值（V+M）组成。在实际运用时，一般
是在理论基础上根据各国不同的经济状况和财政政策的要求

规定法定增值额。也就是说，各个国家所规定的扣除项目，并

不完全等于理论上的 C，因而所确定的增值额也不完全等于
V+M，但也离不开 V和M这两部分。

众所周知，增值税的纳税主体是企业，所以笔者认为增值

税概念中的增值额也应该是对于企业这一个主体而言的。而

上述增值税内涵中所阐述的增值额则是与企业和工人（即劳

动者）两个主体相对应的。从利润与工资的角度说，上述增值

税内涵中的增值额实际上是企业与工人的增值额。显然，把工

人这一主体所对应的增值额放入企业增值税的增值额中是不

合理的，这也是增值税内涵所存在的重大缺陷。为了更好地理

解这一点，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例：甲企业 2009年 12月份销售了一批产品，不含税销售
额为 100万元。甲企业生产该批产品时外购原材料及燃料动
力共花费 80 万元，工人工资 20万元（假设增值税税率为
17%）。按照现行增值税法规定，要计算甲企业 2009年 12月
份应纳增值税额，首先应计算其销项税额，其次计算进项税

额，最后取两者之差。

销项税额=100伊17%=17（万元），进项税额=80伊17%=13.6
（万元），增值税应纳税额=17-13.6=3.4（万元）或者应纳税
额=（100-80）伊17%=3.4（万元）。
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对于企业来说其增值额并非 20

万元（100-80），而应该是 0（100-80-20）。因为 20 万元的工

资不是企业的利润，是发给工人的，是企业的一项支出，与购

入的原材料及燃料动力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计算增值

额时应该把工资也扣除，不应该把 20万元的工资看成是企业
的增值额。结合本例来说，甲企业 12月份没有增值额，所以也
就不应缴纳增值税。因此，按照现行增值税内涵，对于 12月份
零盈利的甲企业来说，再缴纳 3.4万元的增值税，显然是不合
理的。

二、完善“增值额”内涵的建议

1. 理论方面。通过前文对增值税内涵及其缺陷的分析我
们不难看出，缺陷主要存在于劳动者付出劳动所获得的等价

补偿即工资被看成了企业的增值，这从道理上很难讲通。因

此，笔者建议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内涵，即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

和流通各环节或提供劳务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

税，其中增值额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应税产品和提供应税劳

务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W），
扣除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C）及劳
动者获得的用于补偿个人和家人需要的价值（V）后的余额，
即M。

2. 实务操作方面。在计算企业增值税时，进项税额的计
算基数应该把工人工资包含进去，即不仅企业购进的生产用

原材料、燃料动力能抵扣进项税额，而且因雇佣劳动力而支付

的工资也可以抵扣。

三、完善“增值额”内涵的现实意义

如果按照上述建议对增值税内涵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在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1. 根据完善后的增值税内涵我们不难得出，对于企业来
说，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计算范围扩大了（即工人工资也允许抵

扣进项税额），而销项税额没有变，所以增值税应纳税额同等

条件下变少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从而

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为我国经济尽快从金融

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做出重要贡献。

2. 由于工人工资成为企业进项税额的计算依据之一，所
以工资证明可能会成为企业扣税的重要依据。此时国家可以

立法规定企业必须通过银行这一中介发放工人工资，并由银

行替企业为工人开具工资证明。这样既可以保证工资证明的

真实性，又为银行开辟了新的业务，同时又能保证工资按时

发放，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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