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县财政
我们对企业收入

征解入库工作的几点做法

周克祥江苏省建湖县财政局

我县是苏北 13 个财政补贴县之一，是典型的农业

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县属工业有了较大

发展，企业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明显上升，因而，

企业收入的征解入库工作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但是，由

于我县工业基础薄弱，一下子难以适应近两年市场经济

的变化，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盈利水平下降，部分企业甚

至发生亏损或虚盈实亏，无力上交所得税，难以履行承

包合同。这无疑给我们组织企业收入增加了困难。

为保证企业收入目标的实现，增强财政供给能力，

我们努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实行承包经营责

任制的四年中，我县国营企业所得税以每年平均递增

9.6%的速度增长，年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收入任务。

今年上半年，我们共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 161.83 万元，

完成年度计划 303 万元的 53.4 1 % ，实现了“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我们主要做法是：

一、行动上确立一个“早”字，做到任务早落实。一

是指标分解早。每年年初。省、市财政工作会议一结束，

我们即以县政府名义行文，将上级下达的企业收入任务

迅速分解、下达到各部门、各单位。主要做法是：在总目

标不低于总盘子的前提下，以承包目标为基础，并结合

各有关单位的实际情况，下达一个必成指标和一个期成

指标。下达这样的指标有几个好处：目标明确，各企业

有了努力方向；切实可行，容易为企业所接受；便于财政

部门组织收入，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二是责任明

确早。为保证企业收入任务的完成，在组织征收上，我

们在股内建立了岗位目标责任制，即“划线分工，责任到

人，层层包保”。具体讲就是，将组织企业收入与财政驻

厂人员的工作结合起来，实行谁分管，谁负责，一包到

底；并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实行专管员向股长负责，股

长向分管局长负责的双层目标责任制；同时将这项工作

与机关岗位责任制考核相结合，明确规定完不成收入任

务的，不得参加当年机关先进 个人的评比，并按量化标

准进行扣分。由于职责清楚、目标明确，大大增强了每

个同志完成收入任务的责任感。

二、思想上克服一个“怕”字，消除畏难情绪。面对

较为繁重的收入任务，特别是面对当前企业经济效益普

遍滑坡的形势，不少同志思想有顾虑，对完成收入任务

信心不足。为消除大家的思想顾虑，局领导和大家共同

研究组织收入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同时，请财政战线上

的老同志介绍工作经验，讲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大

家倍受启发、深受教育，逐步消除 了畏难情绪，增强了组

织收入的信心，大大推动了企业收 入征解工作的开展。

我县物资、粮食企业有不少分散在各乡镇，由于交通闭

塞，税源分散，许多专管员同志不辞辛劳，早出晚归，常

常骑车下乡登门催缴，保证企业收入目标圆满实现。

三、作风上体现一个“实”字，争取工作主动权。为

了把工作做细做实，保证企业收入及时、足额入库，我们

对全县 89 户国营企业逐个“过堂”，排查摸底，分门别

类，将众多的点分成几大片，然后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

办法，组织企业收入。一些同志走出办公室，下工厂、跑

商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了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抓好组织收入工作。有时为了赶进度，保证收入在

库报期前入库，有的同志能驱车上 百里，一天跑上几个

乡，挨门逐户督促缴款。很多企业和单位被我们的这种

工作精神所感动，主动配合我们，及时到当地税务机关

办理缴款手续。

四、措施上采取一个“硬”字，确保欠税入库。企业

收入主要为国营企业所得税，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

不少单位缴纳意识不强，常常拖欠，影响入库进度。对

此，我们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了几条相应的征收措施：一

是对一些效益较好而又守信用、正常缴款的单位，采取

用电话联系的办法，适时提醒其上交；二是对主观上想

交，但由于一时资金紧张的单位，采取寄发“催款通知

单”的办法，限定缴款日期和缴款金额，督促其筹措资

金，及时足额上交；三是对一些地处偏僻、长期拖欠税款

的“老大难”单位，采取登门催要的办法，多作说服教育

和宣传解释 工 作，必要时进驻办公，直至将收入催缴入

库；四是对一味强调客观原因，缴纳意识不强，甚至采取

“软抗”态度的单位，采取请银行代为直接扣款办法；五

是对一些“钉子”户和欠税额较多、屡催不缴的单位，采

取请领导督交的办法。去年年底，我县某机械厂拖欠陈

欠所得税 20 万元，这笔税款能否上缴，直接关系到全县

当年企业收 入能否完成。为了不拖整个财政收入的后

腿，局里专门组成 “临时催款工作组”，两位正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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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专管员同志三次深入该厂，与该厂领导反复协商，

陈明利害得失，使这部分欠税如数上缴国库。

五、进度上保证一个“均”字，做到均衡入库。过去，

企业经济效益较好，完成收入任务相对容易一些，有时

从照顾企业出发，对部分欠税采取缓收办法。近两年

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企业收入的征收遇到了一定困难，

抓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一些困难户，如果不

注意从点滴抓起，欠得越多，缴库越困难，弄不好，就会

影响大局，完不成年度收入任务。为此，我们改过去的

“按季征收、年终统算”办法为“按月预收，年终统算”的

办法，即按全年承包合同应上缴数，结合进度要求计算

出各月平均应缴数。各专管员按这样的进度要求进行

征收，从而保证了企业收入的均衡入库。

乡财政
促产开源  加强农林特产税征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农税 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北通乡财政所成立于1985

年。六年来，他们以“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促管结合，服

务生产，增产增收”为指导思想，围绕农村产业结构的调

整，积极扶持农林特产生产，有力地促进了全乡经济的

发展。1990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达7 217万元，比1985年

增长214.03%，其中：农业总产值4 730万元，比1985年

增长221.96%。在促产开源的同时，北通乡财政所积极

组织收入，特别是加强了对农林特产税的征管，财政收

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0 年全乡财政收入 430 万

元，比 1985 年增长 3.02倍，其中：农林特产税收 171 万

元，占财政总收入的39.76% ，比 1985 年增长11.4倍，成

为全区农林特产税第一个超 100万元的乡镇。

一、促产开源，拓宽财路

1、办好农林特产生产基地，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经

济。北通乡有山地 1 0 万亩，适宜发展荔枝、香蕉等水果，

过去由于商品经济意识差，发展生产思路不宽，多种经

营一直发展不起来，1980 年全乡人均收入只有 105 元。

1985 年乡财政所成立后，通过调查研究，从一些农民发

展香蕉和荔枝生产致富的经验中得到启迪。清湖村富

铺队一农户，2 个劳动力，1984 年种植香蕉 380 株，加上

荔枝生产收入，年产值达7 000元，按当时特产税率 5%
计，可征特产税 350 元。财政所算了一笔帐，全乡有 1 万

多农户，如果有 40%这样的农户，那么年特产税收入就

超过 100 万元，这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广阔前景，在经过

反复的论证研究后，经乡党委、政府同意，乡财政所把发

展荔枝、香蕉生产列为增加本乡财政收入的第二大支柱

（爆竹为第一支柱）。方向确定后，财政所选择清湖、高

林两个村作为促产开源联系点。在清湖村，主要帮助农

民办好荔枝、香蕉生产基地。从 1986 年开始，财政所除

派一名干部到这个村蹲点外，所里的领导用三分之一的

时间抓基地生产，从资金上和种苗、生产技术、肥料等多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当年该村种植香蕉 395 亩，

荔枝 420 亩，总产值达 125.6 万元，提供特产税 6.28 万

元。收入的提高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逐年上升。

1990 年清湖村香蕉发展到 1 070亩，荔枝种植发展到

1 900亩，香蕉、荔枝总产值达 400 万元，提供特产税 38

万元。在高林村，主要是帮助农民开办荔枝、龙眼、黄

榄、淀粉等农林特产加工业，促进了村办、联办、户办企

业的发展，农林特产加工企业由 1985 年的两家发展到

70 家。1990 年该村种植荔枝、香蕉和村办、联办、户办

加工生产总值达 270 万元，其中加工业总产值 85.5 万

元，占全村生产总值的 3 1.57% ，全村提供特产税 26.5

万元。

2、筹措资金，扶持发展农村特产生产。产业结构调

整，为农民找到了致富门路，但是部分农民因缺乏生产

资金无法发展生产。财政所急农民之所急，多方筹措资

金，帮助农民解决购买肥料、农药的资金困难。据不完

全统计从 1986 年到 1 990 年，财政所共发放周转金 142

万元，直接扶持 1428 户农户发展农林特产生产，购进了

急需的香蕉、荔枝等果苗、肥料和农药。有效地促进了

农林特产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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