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甘肃国税优秀科研成果选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甘肃国税优秀科研成果选集>>

13位ISBN编号：9787552700282

10位ISBN编号：7552700289

出版时间：2012-09-01

出版时间：牟可光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09出版)

作者：牟可光 编

页数：4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甘肃国税优秀科研成果选集>>

内容概要

　　《甘肃国税优秀科研成果选集》由牟可光主编，全书收入了《现行税收政策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建
议》《关于将OPA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引入税收管理的思考》《试论税务文化对国税文明建设的影响
》《在公共管理框架下运用公共服务理论优化纳税服务的思考》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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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风电及装备制造企业一次性投资大，回报期长。
增值税转型后，实行固定资产抵扣政策，致使风电企业在近10年内无增值税。
 4.风电基地建设中。
中广核、中广投、国电及装备制造等投资企业都属国有大企业，企业所得税汇总缴纳，导致税收增量
与税源建设相互背离，地方即得利益很少。
 5.装备制造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东西部没有差异。
河西装备制造企业由国内风机总装排名前三的华锐科技、金风科技、东汽集团和叶片制造排名前三的
中复连众、中航惠腾、中材科技等企业投资，这些企业在东部各省区均享受技术开发区以及高新技术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西部投资所能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与东部没有差别，再加上西部地方财力薄弱
、自然环境恶劣，因此这些企业没有将核心的、附加值高的生产经营项目落户到西部，只是在当地简
单组装产品销售，因而制约了酒嘉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持续发展。
 （四）建设武威、张掖、陇南、定西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及加工基地的税收制约因素分析 武威、张掖
、陇南、定西等地都是农业为主的地区，随着当地政府对于特色农产品生产及加工业的重视，以农产
品为主的特色产业发展迅速，农产品购销、加工链条快速延长，精深加工企业向规模化经济发展。
武威对外贸易以农产品为主，出口退税主要集中农副产品季节性加工行业；张掖围绕农业产业化的番
茄、蔬菜、玉米制种等农产品的加工已颇具规模，所生产的蕃茄酱、脱水蔬菜、玉米淀粉和柠檬酸等
产品的出口占据了主导地位，全市认定的出口企业已由2001年的8户发展到2010年的43户，总户数居全
省第二位；陇南的花椒、核桃、苹果、油橄榄、茶叶等农副产品享誉中外，2009年，陇南以特色农业
产品为原料的各类加工企业完成增值税5.6亿元，同比增长71％。
规模以上加工企业达175户，实现增加值4.4亿元，同比增长52.4％，农业特色产业已经成为陇南发展面
积最大、覆盖面积最广、从中受益较高、开发潜力最大的优势产业；定西初步培育起了具有区域比较
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马铃薯、中药材、花卉、畜牧、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其中中药材在全国市场上的
占有份额已经超过20％，并远销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省、市。
 可以看出，农副产品生产和加工已经成为武威、张掖、陇南、定西经济发展中颇具潜力的增长点。
但现行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业还有一些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产业化的的进程，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抵扣率设计不科学，存在着“低扣高征”的问题，使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税负
偏高，不利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壮大。
农业产业化存在一条从种植（养殖）、收购、初加工、深加工直至营销的链条。
而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而没有激励从农产品的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和传统规模型
增收向科技创新型转变的机制，也相应提高了企业的税负。
按照税收政策规定。
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的产成品，如果不是《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产品。
则视为工业品按17％计提销项税额，由于这些产品的加工原材料属于适用13％税率的农产品，由此造
成深加工产品税率与原材料进项抵扣率之间的差异。
表面上看来，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享受了初级农产品的抵扣优惠。
但实际上却由于“低扣高征”使企业的增值税税负高于其他企业，这种情况下，即使农产品加工企业
不增值也要交纳增值税。
而只要企业加工增值，其增值税负就要高于其他工业品的17％的一般水平，且加工增值率越小，增值
税税负就越大，不利于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做强做大和进一步发展，与中央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的
政策相背离，无形中为投资者进入这一领域设置了政策障碍。
制约了农产品加工增值产业链条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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