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妻慧苎!!竺三苎堡j 济中，人们之间相互发生关系，只是因为他

’医田 们使一定的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

渤戮黼霉。蔫， 、穗 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对别人

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从而他|t：!§!。{魏

罐藤要燃瓣黧
；；；：：：；萎：纛58价物。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

40货币是在交换中自然

形成的结晶。在交换中。各种

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

等同，从而转化为商品。交换

越发展，劳动产品就越是具有

商品的性质，商品所包含的使

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也就发

展起来。为了

交易，需要这

一对立在外

部表现出来，

这要求商品

价值有一个

独立的形式，

即货币形

+㈨+¨●¨¨●⋯+}【}+¨¨●⋯●ll●⋯【+¨¨+⋯+jj●㈣+⋯◆+¨●⋯【+⋯●⋯●⋯l●⋯●ll●1⋯+⋯+lI●⋯I◆¨¨+⋯●ll●⋯I+⋯l+⋯h⋯+⋯+{1●+J●¨●⋯●¨

别，有失公平。原来，为了栽下梧

桐树，引来金凤凰，对外商投资

企业和外国企业，只要到中国来

办厂，就相应给予“免二减三”、

“五免五减”、再投资退税等众多

优惠。无疑，这对于引进外国的

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我

国的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

作用。但这种优惠的政策，也引

发了一些问题。名义上，国内和

外资两类企业所得税率都是

33％．但前面讲了，外资企业的

33％，是按照从高原则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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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实际税率，两类企业却大

相径庭。据统计，内资企业实际

税负为28％，而外资企业却仅为

11％，如此～来，便不免有厚此

薄彼之嫌。所谓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明白了“海外关系”的重要

性，国内企业纷纷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忽如一夜春风至，万千

企业外资来。挂着外资企业名头

的，可谓鱼龙混杂。其中的假合

资公司，虽然换汤不换药，却因

有了洋名，地位变了，腰杆硬了，

税收减了，利润厚了，好处多

多。那些找不到洋亲戚的，只有

搓手干着急。这种挂羊头卖狗肉

的事，无疑是钻了税法的空子。

到头来，必定是肥了小家，亏了

国家。

企业所得税如何改革

正因为存在上述问题，近年

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呼

声一直不断。两税的统一，将涉

及我国所得税制度改革。在具体

操作层面上，将涉及税基范围统

一、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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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最初充当货币的是在当时社会组织中最能

代表财富并且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最普遍的供求

对象，如盐、毛皮、牲畜、奴隶。后来发生了相反的情

况，那些最不容易直接成为消费品或生产工具的商

品，例如贵金属，反而最适合于充当一般等价物。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金

银出现虽然很早，但它一开始并不是货币，只是商

品交换有了相当发展，从而要它作为一般等价物

时，才成为货币。交换运动使金银成为货币商品，

42．货币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全部商品提供表现

价值的材料，使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同名、同质并在

量上可以比较的量。金成为货

币是因为用金来计量自己价值

的其他商品作为价值是物化劳

动，彼此间可以通约。货币作为

价值尺度是商品的内在价值尺

度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然

表现形式。

43．商品价值的

货币表现就是商品的

价格。商品的价格是

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

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

不同的，因而只是观

念的或想象的形式。

铁、麻布、小麦等的价

值虽然看不见，但却

存在于物本身中；它

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

金相等而表现出

来。既然商品在金

上的价值表现是观

念的，因而要表现

商品的价值，可以

仅仅用想象的或观

念的金。

44．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

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

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

银价格；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

例如总是1：15，那么这两种价格就可

以安然并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

何变动，都会扰乱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

格之间的比例。

ll+{1+⋯l+¨¨+⋯1●●⋯●¨●⋯l●⋯●⋯l+⋯●ll◆⋯+⋯●◆¨+⋯●⋯1●⋯l+⋯l+⋯+I_+⋯+⋯◆⋯I●⋯l●⋯I●¨●⋯l+⋯+_I『+

而且，倘若税种合并，需要重新

设计税率——是仍选择比例税

率，还是借鉴个人所得税，选择

超额累进税率；是选择一档比例

税率，还是多档比例税率；比例

是升，还是降；诸多问题都还需

审慎研究。

除了内外有别，内内有别也

不容忽视。由于税收征管条件的

限制，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缴上，

存在着第二产业易征收、第三产

业难征收，国有企业易征收、私

营企业难征收的问题。这就在无

形中，使得第二产业、国有企业

税负相对高，而第三产业、私营

企业捡了不少便宜。拿国有企业

和私营企业对比，私营企业好比

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

以轻装上阵；而国有企业历史包

袱沉重，就像是四世同堂的大家

庭，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步履维

艰。倘若在税收上，负担再大于

私企，其竞争力便会大大削弱。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一些

新型经济组织，也有不少苦衷。

如今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

独资公司、股份制公司等，如过

江之鲫，层出不穷。这本是活跃

经济，发展壮大生产力的好事。

但按照所得税规定，这些企业，

除了交纳企业所得税外，企业的

股东、合伙人，其所得红利等，还

须交纳个人所得税。这里面，事

实上存在着重复计征。可见，企

业所得税法的改善，不可能“独

善其身”，而要与其他相关法律

统筹兼顾，通盘考虑。

((中国青年报)2003年12月28日、

2004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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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货币在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价格

时，要把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示为同名

的金量，以便计量和比较不同商品的价值

量。因此，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有必要

在技术上以某一固定的金

量作为计量单位。这种计

量单位通过进一步的等分

而发展为货币标准，亦即

价格标准。价格标准就是

货币计量单位及其等分。

46．价格标准和价

值尺度具有不同的规定

性。首先，从内容上看，作

为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

就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

的金属重量，货币就是价

格标准。其次，从作用上

看，价值尺度是用来衡量

各种商品的价值量的，使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价

格，变为想象的金量；价格标准则是用来衡量

货币金属本身的重量的，它不仅与货币的价值

无关，而且和商品的价值无关。

47．在商品价格与

商品价值一致的情况

下，商品价格的变动取

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价

值二者的变动。

在商品交换中，价

格和价值相一致只是偶然的，价格形式本身
已经包含了价格和价值相偏离的可能性。在

价格形式中，商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价值量的内在规定性，表现为商品同货币的

外在的交换比例关系。由

于供求等因素的影响，这

种交换比例既可表现为价

格同价值的一致，也可能

表现为同价值的偏离。商

品生产内在的价值规律要

求，价格以价值为轴心上

下波动，通过平均数规律

为自己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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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耸小于需求

还

格

形

西

场

出

得

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

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

的某些数量一样。这种虚幻的价格形式叉能掩盖

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交换过程就是在商品和货币这两个互相对立、

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

即商品所有者出卖商品换得货币的行为，又从货币

转化为商品，即商品所有者

用换得的货币购买商品的行

为。这两个行为的统一就是

为买而卖的过程。用公式表

示就是：商品(w)一货币(G)

一商品(w)。

50商品的第一个形态变化是卖，即商品转化

为货币(Ⅵ一G)。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
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如何才能跳跃成功呢?商品

首先应当对于买者是使用价值。其次，如果织麻布

者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需要，那么我们这位织麻

布者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了。

商品的第二个形态变化是买，即货币转化为商

品(c—w)。在这里，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

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既然商品

在变成货币后就消失了，所以从货

币上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

所有者手中，究竟由什么东西转化

而来。然而，无论货币从哪里来，它

一方面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

方面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

螽～登

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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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货币转化为商

品的买的过程，同时也

就是商品转化为货币

的卖的过程；卖一次就

要买许多次各种各样

的商品。这样，一种商

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就

是许多其他商品的第

一形态变化的总和。

52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运

动阶段组成一个循环，构成商品的总形

态变化：最初是商品形式，接着是商品转

化为货币，即商品形式的抛弃，最后又回

到商品形式，即实现了商品形式的复

归。在这里，商品的两次变位，使起初商

品所有者手中非使用价值的商品，转换

成对商品所有者具有

使用价值的商品；货

币作为商品转瞬即逝

的等价形式，则对总

形态变化起媒介作

用。这全部过程就表

现为商品流通。

53．商品流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

质上不同于直接的物物交换。商品流通并

不要求卖和买的行为同时或在同一市场完

成，第一形态变化(w—G)和第二形态变化

(G—w)在时间上或空间上可以不一致，从

而打破了直接的物质交换中要求时问上和

空间上一致的限制。这时，商品的内在矛

盾，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和

社会劳动的对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

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等，

变得更为显著了。

当商品形态变化的

对立，得到进一步

发展时，即买和卖

发生脱节时，就孕

育着经济危机的可

能性。

54．商品流通w—G—w

要求同一个价值作为商品成

为过程的起点，然后又作为

商品回到这一点。商品的这

种运动就是循环。但是，货币

的运动则不是循环。商品流

通使货币不问断地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

的过程，就是货币流通。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

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在卖者方面，货币总

是作为购买手段在买者方面。

aⅢ十∞赁十|到底有，

素i少有自十。

55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通

量，首先取决于待实现的商品价

格总额，商品价格总额越大，流

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也越大。货

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

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

在地表现出来。

56．一定时期的货币流通量，还取决于货币流通

速度。同一单位的货币在一定时期内流通的次数越

多，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

越少。

因此，商品的价格

总额同流通中所需要的

货币量成正比，货币的

流通速度同流通中所需

要的货币量成反比。

57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量

规律的公式可以表示为：执行流

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价

格水平×流通的商品量)÷同名货

币的流通次数。

流通手段

量决定于流通

的商品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

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

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

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贵金属量决

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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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铸币产生于货

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

能。金在流通手段职能上

必须取得特有的形式，变

成铸币。铸币是有一定形

状和花纹的金块，它的形状和花纹表示它含有

镑、先令等货币计算名称所指的金的重量。正如

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

银作为铸币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制服

(形状和花纹)，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会脱掉

这些制服。

59．金币在流通中由于磨

而发生的假象化以及由于

度代替数量而引起的观念

，使得有可能用其他材料作

贵金属货币的记号或象

价

座

通

记

记

定

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

无关。这也就说明，金在这种职能上可以用纯

粹的象征，如用纸币来代

替。纸币是由国家强制发行

的。它直接产生于金属流

通，是代表金属货币在一国

范围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

的货币符号。

61．货币在执行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

货币的职能时，既不像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

纯粹是观念的，也不像在充

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

的东西来代表，而必须使它

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

成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

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

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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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商品形态的变化过程中已经包含了货

币作为贮藏手段的可能性。商品形态变化的不

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为货币不停

息的流通。如果商品形态变

化的系列发生中断，那么，

货币就会停止流动，由动的

东西变为不动的东西。这种

退出流通的货币，就可能由

它的所有者贮藏起来，变成

停滞不用的贮藏货币。

63．在商品流通的不断发展中，人们把商

品第一形态变化的结果(金或银)保留在手中

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在不断地增长。出售商品

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

代替商品形式。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

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自

从有可能把交换价值当作商

品来保存以来，求金欲就

产生了。谁有了货币，谁就黎
成为他想要的～切东 氆

十奇妙舌々东

西的主人。 l l掣譬簸戳

币

原

和

的

财

因

性

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

都有量的界限，只具有有限的购买力。这一

矛盾促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把贵金属作为

贮藏货币保持和保

存起来，不让它作

为购买手段化为消

费资料。多卖少买

就是他的全部政治

经济学。勤劳、节

俭、吝啬成了他的

主要美德。

夔

一燧，。i。≯≯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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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的发展

渡和商

现彼此

因而成

生支付

种多样

的因素有：(1)到期的债务总额。债务总额

代表着已售商品的价格

总额。(2)支付手段的

流通速度。支付手段的

流通速度又取决于两种

情况：第一，债权人和债

务人的关系的锁链。第

二，各种不同的支付期

限的间隔。

66．货币作为支付手

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

的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在

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

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

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

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

付，需要实在的货币时，货

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

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

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

充当绝对商品。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就

会导致货币危机。

67．货币危机发生在

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

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

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锁

发生断裂，整个支付机构

会发生混乱。当这种混乱

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对货币的追求达到疯

狂的程度，就会爆发支付手段严重短缺的货

币危机。

68．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的职能产生了信用货币。货

币作为支付手段取得的各种

特殊存在形式例如支票、期

票、汇票、银行券等往来于大

规模的交易领域，而金银铸

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之中。货币作为

支付手段的职能会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越出商

品流通领域。迄今为止以实物支付的地租、赋税

等，从此就以货币支付。

69．每个国家都规定一

个总的支付期限。决定这个期

限的基础是与季节变化有关

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以及其他

的再生产周期。不是直接由商

品流通引起的支付如赋税、地

租等等，也由这个总的支付期

限规定。分散在一国各个地方

的支付，在总支付期限的若干

天内需要的货币量，会引起周期性的混乱。

70作为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抛弃了

国内商品流通中所取得

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

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

式，恢复了原来的贵金

属块的形式。

71当货币发挥世界货币作

用时．也需要有一定量的准备金，

需要一定的货币贮藏，而且这时

贮藏的货币必须是实在的货币商

品，是真实的

金和银。

资本主义

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在银行准

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通常是限

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如

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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