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一省两市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固定的专职干部很

少，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一炮；二是参与管理与审批的内

容不多，一省两市基本上都是挂钩企业的工资基数和

浮动比例由劳动部门为主核定，财政部门只核定经济

效益基数，这样就不利于工效挂钩办法的健康发展。

二、改进的建议

政策性亏损的粮食、食品、外贸企 业如何实行工

效挂钩办法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在面临企业工资

改革的强大压力以及既要挂钩就要促使企 业不断提高

经济效益的双重困难面前，财政部门加强管理与监督

的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近一

半省（区、市）的粮食、食品、外贸系统实行了各种

不同形式的工效挂钩办法，其他省（区、市）有的也积

极准备推行，有的仍在静观。根据国务院国发〔1990〕

33号文件关于在治理整顿期间， “凡实行承包制的企

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 挂钩浮动，

未实行工效挂钩的要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规定，现

就全国粮食，食品、外贸企业改进和完善工效挂钩问

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因地制宜选择企业工资制度改 革的形式。

凡是已经对粮食、食品、外贸企 业实行工效挂钩办法

的地方，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改进和完善的措施，坚持

和发展工效挂钩办法，凡是未实行工效挂钩的地方，

也可积极实行工效挂钩办法，如果条件不具备或难以

继续挂钩下去的地方，也可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办法。

但不论是实行工效挂钩还是总额包干的地方，都要根

据粮食、食品、外贸企业经营管理的特点，真正把减

亏作为主要的挂钩指标或否定指标，不能只保企业升

级这一块，而忽视提高经济效益这个最重要的目标。

（二）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企业工效挂钩

工作的管理与监督，一是要主动 与劳动、 计委等部门

配合，认真参与工效挂钩的工资基数、效益基数和浮

动比例等的核定工作，并搞好年度清算与兑现；二是

要制定严格的考核指标，把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

区别开来；三是设置 专门人员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监督

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四 是加强调查研究，发现

问题，主动向当地政府汇报，及时予以改 进和完善。

（三）要把推行工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同

完善承包制有机结合起来，不论是实行工效 挂钩还是

工资总额包干的，都要把承 包的经济效益指标作为挂

钩指标或否定 指标，完不成承包任务的，一律不准提

取新增效益工资，同时对挂钩工资以外的各项资金进

行一次全面的清理，严格控制奖金的发放。

简 讯

河南省财政部门采取切实措施

努力完成今年预算

今年以来，河南省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不够理

想。1 — 7 月份全省财政收入完成年度预算的52.7% ，

比计划进度少 6 个百分点。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河南

省财政部门积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今年全省财政预

算任务的完成。他们的主要措施是：

一、 继续大力支持生产发展，扩大销售，搞活企

业。利用预算内外的间歇资金、财政信用资金大力支

持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增产适销对路产品，提高 产品

质量，增加社会有效供给。

二、狠抓扭亏增盈，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对

亏损企业进行分类排队，逐户分析亏损原因，订出扭

亏增盈措施，建立扭亏包干责任制，限期扭亏。对由

于产品结构不合理，通过技术改造 可以扭亏的，根据

财力情况可提前拨补亏损指标，帮助企业调整产品结

构，提高产品质量，按期实现扭亏为盈。
三、加强征收管理，认真清交欠税。一是继续整

顿税收秩序，坚持依法治税。要坚决纠正 流转税包干

的办法，按规定依章计征，足额入库。二是要抓紧抓

好重点行业收入 和大 宗收入。三 是结合清 理 “三角

债”，认真清交欠税。对企业拖欠的税款，限期清交

入库，逾期不交的，要加收滞纳金。

四、继续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 制。对原

材料供应 、 生产、销售、价格比较稳定的企业，要采

取 “上交利润基数承包，超收分成”等办法。反之，

要采用 “包固定比例”的办法，解决承包中死基数不

适应活因素的问题，克服包盈不包亏的弊端，切实改

变以包代管的现象。

五、加 强粮 食企业财务管理，减少 亏损增加盈

利。要在贯彻执行“盈亏分算、收支两条线”管理办

法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平价粮油销售。认真清理和解

决粮食企业亏损挂帐，应由企业负担的超亏挂帐，一

律由企业自有资金解决。

六、强化预算管理，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各级财

政部门动用当年超收安排财政支出，必须报上级财政

部门批准，并力争做到 财政支出 控制 在本级财力之

内，自求平衡。哪一级发生赤字，就由哪一级自行解

决。  （豫 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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