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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8 月中旬，我们集中半个月的时间，对湖北

省襄樊市电力、邮电、烟草、铁路分局等四个系统兴办

的第三产业运行状况进行了调查。

襄樊中央企业所办的第三产业（以下简称第三产

业）大都起萌于改革初期，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而日渐壮大，特别是去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快发展

第三产业，大力推进机构改革等决定以后，第三产业发

展步伐加快。一是第三产业实体项目剧增。调查的四个

系统，1993年 6 月底实有第三产业实体 121 家，是兴办

初期的 11 倍，其中属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有 78 家，占总

数的 64% ；属集体所有制的有 43 家，占 36%。二是规

模明显扩大。上述四个系统共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2 000人，拥有固定资产总额 1.4 亿元，其中主业投入

资产 4 600 万元，企业自有资产 9 400 万元。三是经营

领域不断延伸。经营范围共涉及建筑安装、饮食服务、

商品流通等 5 大行业、38 个门类。四是经济实力不断增

强。1993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积累分别达 22 965 万元

和 2 153 万元，远远超过了上年一年的水平。五是社会

地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收到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增加财政收入，安置富余

待业人员，促进主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据调查，仅电力、铁路两个系统就安置待业人员

7 000人，接纳主业机构精减人员 600 多人，仅 1992 年

一年就地缴纳各种税款 1 400 万元。

中央企业兴办第三产业是一个新生事物。由于缺

乏统一的规范化管理模式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致

吏第三产业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并明显暴露出一

些问题：

第一，大多数经济实体产权关系不清，资产无偿占

用的问题严重。中央企业大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

兴办第三产业实体的出发点，不仅只是考虑缓解经费

矛盾，增加收入来源，而更多地则是侧重于安置越来越

多的不愿到外系统就业的待业人员，以减轻主业的压

力。为此，中央企业注入经济实体的资金一般要比其他

行业多得多，而且大都属于无偿扶持，造成第三产业实

本大量无偿占用，中央企业的资产。据对四个系统的调

查统计，第三产业无偿占用资产总额高达 3 200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 2 300万元，流动资产 900 万元，分别占

中央企业投入总额的 70% 、50%和 20%。

第二，经济实体依赖性过强，难以打破单一的经营

格局。中央企业都是“一条鞭”企业，其经营对象大都是

国家法定的垄断经营项目。中央企业的这一特殊属性，

一方面为其兴办第三产业的经营发展带来了先天性的

优势，另一方面也培植了经济实体的惰性。大多数的中

央企业所属第三产业实体过分地依赖中央企业，经营

渠道狭窄，而且大都局限于中央企业的经营范畴。如电

力企业兴办的经济实体主要经营电力安装、电力设施

供应等主业性业务；烟草企业兴办的实体又以烟草批

发业务为主；铁路企业经济实体更是紧紧抱着国家的

大锅饭不丢。个别行业甚至还存在着人为地将中央企

业的经营业务转给第三产业的现象，把本来就应属于

中央企业的经营业务转给第三产业。这虽然对加快第

三产业的发展步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市场

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不正常的经济行为，将使第

三产业今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一旦没有中央企

业的优势，将会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第三，财会人员素质较低，财务管理基础脆弱。调

查的 41 家经济实体，至少应配备各类财会人员 120

人，而实际仅配备 81 人，其中经过正规培训的仅 14

人，不到实有财会人员的 20%。同时，一半以上的企业

没有完整的财会制度和规范化的办事程序，财务工作

呈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帐务处理混乱，帐实、帐表、帐帐

不符的现象普遍存在。如某企业拥有 200 多人的第三

产业成立五年，一直没有报表，企业的经济运行动态和

经营成果往往因此不能得到及时、准确的反映。

第四，财经管理失控，违纪现象严重。由于中央企

业与所办第三产业的财务管理相互脱节，地方税务机

关对全民性质的第三产业不管，中企机构又忽视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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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的财务管理和财政监督，致使第三产业的财会、

财务工作实质上成为三不管的“真空地带”。特别是个

别中央企业把所办第三产业实体当作单位的小金库，

利用第三产业实体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比较严重。此

外，擅自扩大成本开支范围、逃避控购管理等行为也相

当普遍。

第五，利益分配失衡。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

利润分配比例不当，福利消费比重过大。约占 50%的企

业人为地将经济效益的分配倾斜于个人，个别单位甚

至采取分光吃尽的做法。如某企业开办的招待所在累

计亏损 81 万元还没有消化的情况下，于 1993 年元月

又从上年利润中提取 54 614 元，用于发放职工年终奖、

安全奖。二是漏交、少交国家收入。调查的 41 家第三产

业实体中，1992 年应交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120

万元，而实际计提上交还不到应交总额的 30% ，漏交所

得税的现象也较普遍。

中央企业兴办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虽然

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比

较严重，但只要采取得力有效的措施，积极加以引导，

强化基础管理，第三产业将会在活跃市场，促进社会安

定，推进中央企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

应从理顺“三个关系”、强化“两项管理”、提高“一个能

力”等方面着手。

理顺“三个关系”：一是理顺第三产业与中央企业

的关系。中央企业一般都要与第三产业断档脱钩，在固

定资产、流动资金使用方面体现出正常的商品经济关

系，即要坚持有偿使用的原则。第三产业在人、财、物等

方面与中央企业脱钩后，要逐步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的商品经济实体。二是理顺第三产业与中企机构的

关系。中企机构在强化中央企业日常管理的同时，还要

把中央企业兴办的第三产业纳入财政管理范畴，通过

建立报表报告制度等手段，逐步理顺对第三产业的管

理，尽快将其财政财务管理纳入正规的运行轨道。三是

理顺第三产业的税收征解关系。重点强化对中企第三

产业所得税的征收与管理，建议迅速制定相关法规，明

确第三产业的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及预算级次，确保国

家财政收入。

强化“两项管理”：一是强化财务基础管理。由中企

机构牵头，定期、不定期地对第三产业的财务人员进行

培训，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健全财会制度，规范管理程

序。同时，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日常监督和重点检查，尽

量减少和避免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发生。二是强化利

润分配管理。所有第三产业都要合理分配税后利润，对

擅自扩大消费福利的行为要进行严肃处理，确保实体

发展后劲的连续性。

提高“一个能力”：就是迅速提高第三产业的市场

竞争能力。当前主要是要加强政策引导，优化第三产业

结构，使其由依靠中央企业求生存为主转向依靠自我

求发展为主，真正做到依托不依赖，在商品经济的竞争

中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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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机关小汽车由服

务型向经营型的转变

季 玲

近几年来，机关小汽车购置、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愈来愈突出，在社会上影响很不好。一是浪费了社

会财富。我们国家还很穷，许多急需要办的事由于无钱

而办不成，有些地区发工资都难以保证，但许多地区政

府官员却不按规定范围在搞“专车”，浪费十分严重。难

怪有些企业负责人慨叹：一辆县长座车，一年就用掉一

个企业全年的利润。二是助长了攀比之风。“车子越坐

越小，架子越来越大”，这是群众对一些干部的画像。一

些人频频换车，车子档次越来越高，财政负担也越来越

重。三是助长了腐败之风。公车变为“专车”，“专车”变

为“私车”。在幼儿园、学校、商店、游览区，往往有许多

公车停在那里等着领导的“小阿哥”、“小阿姐”。这种以

权谋私的现象引起群众的愤慨。

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就是改变目前机关小车

单纯服务型的状况，加快向经营型转变的步伐。即把机

关小汽车集中起来，成立汽车出租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向全社会开放。考虑到机关用车需求较大的特殊性，出

租公司首先必须满足机关用车的需要。对汽车费用管

理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1
.
对县长等主要官员用车，可实行 “绝对保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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