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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F_A5_E6_9C_9F_E9_c46_78835.htm 我厂是一家生产橡胶制

品的国有企业。2003年2月，我厂同外地一客户签订了一份货

物销售合同。合同约定，我厂向对方提供120万元的橡胶产品

，对方在2003年4月6日和5月6日分两次付清货款。货物发出

后，该客户如期付清了第一笔货款40万元，却没有按期支付

余款。我厂前去催要货款，对方却表示由于资金紧张，暂时

无力支付。而2003年5月我厂已实现增值税15万元，由于没有

收回货款，如果再将这80万元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会造成生

产资金周转困难，我厂便决定在收回货款时再向税务机关申

报，于是只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了15万元的税款。2003年11

月下旬，市国税稽查局对我厂2002年1月～2003年10月的增值

税纳税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而此时，这笔货款仍未能收回。

我厂担心这笔业务会被税务局查出，便在检查期向税务机关

申报了这80万元的收入，并缴纳了税款11.624万元。我厂认为

自己并没有少缴税款，只是迟缴税款，也没什么大问题。 后

来稽查人员果然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厂便将上述情况向稽查

局作了说明。可是检查结束后，稽查局仍然认定我厂未按期

申报这笔收入是偷税行为，要处以所偷税额0.5倍的罚款并加

收滞纳金。并于2003年12月5日向我厂送达了处罚决定书。我

厂对于加收滞纳金并无异议，但认定我厂偷税并处以罚款，

我们不能理解。因此我厂只是缴纳了滞纳金，没有在处罚决

定书规定的十五日内缴纳罚款。而稽查局在罚款缴纳期限届

满的次日，便从我厂的银行账户上划扣了5.812万元的罚款。 



请问：我厂在税务机关检查期间就缴纳了这笔税款，并没有

少缴税款，稽查局认定我厂偷税并处以罚款正确吗？我厂未

按期限缴纳罚款，稽查局就有权从我厂的银行存款中划扣罚

款吗？ 答：首先，稽查局认定你厂偷税是有依据的。从来信

中可以看出，你厂是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这批货物的。根

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采取分期

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合同约定的收款

日期的当天。因此不论你厂在2003年5月6日是否收回货款，

都要确认实现销售收入80万元。同时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你厂应在6月份的申报期将这笔

收入申报纳税。那么你厂5月份应申报缴纳的税款应为26.624

万元，而你厂只申报缴纳了15万元的税款，少申报纳税11.624

万元。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

、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

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

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

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因此，你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这80万元

收入的行为已经构成偷税。虽然在税务机关检查期间，你厂

主动申报缴纳了这笔税款，但这并不影响偷税行为的成立，

只是减轻了偷税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这种情况，根据《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因此，税务机关对你厂处以偷税额百分之五十的罚款，是

有依据的。 其次，稽查局在罚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就从你厂



银行存款中划扣罚款的处理是不对的。《税收征管法》第八

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

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

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

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据此规定，税务机关在行政复

议期限和行政诉讼时效内，对拖欠的罚款是不能采取强制执

行措施的。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和《行政诉讼法》第

三十九条的规定，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和行政诉讼的诉讼时

效分别为60日和3个月。因此税务机关只有在3个月起诉期限

届满后当事人仍不缴纳罚款的情况下，才能按照《税收征管

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对逾期未缴的罚款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因此，稽查局在2003年12月21日便划扣罚款的做法是错误的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