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轮的税后承包。形式可多种多样，如比例承

包、定额上缴、递增包干、零字包干等多种形

式，具体由发包方与企业商定。
第二，对承包到期的企业，采取自然过渡

的办法。企业上一轮承包到期后，随即实行税

利分流，进入实运转，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

税后承包，即是新一轮承包的开始。到1989年

底，我市承包到期的企业有45户（工业20户，

商业25户），按照核批的税利分流方案进入实

运转。对税后上缴利润，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

办法，其中：实行比例上缴的有16户（工业10

户，商业 6 户）；实行定额上缴的有 5 户（工

业 2 户，商业 3 户）；实行零字承包的有 4 户

（工业 2 户，商业 2 户）。对中小型 微 利 企

业，缴纳所得税后，留利明显偏低的，采取财

政退库的形式，补充企业留利，退库最多不得

超过本企业当年缴纳所得税的数额，这类企业

有20户（工业 6 户，商业14户）。另外，对没

有实行税利分流的亏损企业，实行亏损包干、

减亏分成的承包办法，待企业盈利的第二年，

再纳入税利分流。
第三，重新构造以税利分流为核心的承包

指标体系。实行税利分流后，在承包指标上，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必须以税利分流为核心，
重新构造承包的指标体系。一是基础指标，包

括税前、税后还贷指标和税后利润分配指标。
二是生产指标，包括产值、产量、增长幅度指

标。三是效益指标，包括实现 利 润、销 售 收

入、实现税金、资金利税率指标。四是资产保

值、增值指标。五是管理指标，包括万元产值

耗能、设备完好率、设备新度系数、企业管理

升级、产品质量等指标。指标体系确立之后，
我们区别不同类型的企业，各有侧重。比如，
对有税后上缴的企业，把税前、税后还贷、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做为主要考核指标；对

实行零字承包的企业，把实现利润做为硬指标

来考核。为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规范经营

者的行为，我们进一步强化了激励机制、约束

机制和风险机制。激励机制，主要是明确对经

营者的奖惩办法。如规定目标利润每超 1 % ，

奖励经营者本企业职工年人均收入的10%，每

降低 1 %罚10%。约束机制，主要是对经营者

的行为规定了 8 条，通过定期审计和检查，强

化对经营者的约束。风险机制，就是经营者以

及副职都要交纳一部分风险抵押金或实行全员

风险抵押。

企业财务
克服困难  努力做好

商业、粮食财务工作

姜洪南

今年以来由于资金紧张、市场疲软、商品

库存大幅度增加和夏粮丰收、市场粮价下降等，

使企业费用开支增加，收入下降，商业、粮食

财务工作遇到很多困难。各地财政部门千方百

计克服困难，努力开展工作，在落实预算指标、

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积极组织收入，严格

控制亏损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平价粮油的

压销，积极设法多方筹集资金帮助粮食企业修

建一些粮食仓库，积极研究协商拟定第二轮商

业、粮食企业的承包方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是，商业财务工作的

任务仍然很艰巨，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各地

财政部门还必须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认真抓

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认真抓好商业、粮食预算执行。第一，

要切实加强资金调度，保证粮食收购和储备所

需资金。中央财政预拨给各地的粮油加价款和

“议转平” 差价款，各地财政部门要按粮、油

的收购进度及时拨给粮食部门，不得截留挪用，

也不得用来抵扣其他款项，如有挪用抵扣，发

现后要及时纠正。第二，抓好粮食企业亏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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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拨补工作。预算上已经安排的补亏资金，
要及时拨补，不能增加新的挂帐。下半年财政

状况较好的地方，要争取拿出一些资金解决历

年的挂帐。第三，抓紧收入交库。对实行承包

办法的商业企业，要严格按承包合同办事，不

能只讲 “超收多留” 不讲 “欠收自补” ，不能

由于企业的暂时困难而轻易扣减承包企业的上

交任务。商办工业、饮服业、粮办工业、饲料

行业的利润也要按规定抵亏或交库。不能因一

时的困难，拖延不交，不能因局部而影响全局

预算的完成。
二、认真做好平价粮油压销工作。目前我

国政治稳定、人心安定、粮食储备增加，粮源

比较充足，物价指数上半年上升也只有3.2%，
是平价粮油压销措施出台的有利时机。在目前

情况下，大力压缩平价粮油销售是稳定和减轻

财政负担，使粮食财务摆脱困境的一条重要措

施，而推动和促进压销是我们各级财政部门责

无旁贷的任务。国务院对这项工作已有明确的

指示，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并认真测算，提出可行方案，报经批准后力争

早出台。对于粮油压销的好处，一定要用于解

决粮食的财务挂帐。因为目前的粮食财务挂帐

数额太大，已严重地影响到企业资金周转和费

用开支的加重，也严重地影响到各级财政，所

以粮油压销减少的开支，一定要用于解决粮食

财务挂帐。
三、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粮食工

作的决定。粮食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粮

食财务直接影响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最近国

务院作出务必抓好粮食收购、切实保证粮食收

购资金、进一步压缩平价粮食销售、加强粮食

调运工作和粮油市场管理、建立健全粮食储备

制度、加快粮食仓库建设以及逐步解决粮食财

务挂帐等11项重要决定。每项决定都与财政部

门的工作密切相关，我们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国务院的决定。
第一，关于粮食仓库建设。国务院决定今

后几年内，每年新建粮食仓库100亿斤，油罐 4

亿斤，除国家基本建设安排的 40亿斤粮库和1.6

亿斤油罐外，60亿斤简易粮仓和2.4亿斤油罐要

靠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各级财政部门一是要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积极与粮食、银行部门研究

协商，拟定建仓方案；二是要落实财政支付的简

建费和贷款利息，要争取把粮食的简建费预算

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并增列建仓贷款利息；

三是要调动地方财政部门、粮食主管部门、企业

单位的积极性，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资金，按时

归还银行贷款，把建仓的计划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关于解决粮食财务挂帐问题。对这

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努力设法解决，否

则问题会越积越严重，造成恶性循环，积重难

返。国务院已决定银行对财政应补未补而造成

的粮食财务挂帐不加息、罚息，这为解决挂帐

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地一定要按照国务院

的要求在控制新增挂帐的同时，抓紧设法处理

历年的挂帐。解决挂帐问题，首先要克服依赖

思想。各地的挂帐只能立足于自己解决。等待

中央财政拿钱帮助解决地方挂帐是 不 切 实 际

的。因此，当前要特别注意防止和纠正一些地

方出现的攀比挂帐的现象。二是要对挂帐进行

一次全面的清理，挤出水份，明确责任，区别

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解决，该由企业自补

的一定要让企业自己解决，不能都由财政背起

来。三是各地征收的补粮基金也要用于弥补粮

食亏损和解决挂帐，不能挪作它用。
四、认真制定承包方案，搞好 第 二 轮 承

包。目前，全国有80%的商业承包企业将在今

年底承包期满。如何搞好下一轮承包是各级财

政部门商业财务工作的当务之急。各地财政部

门应认真总结上一轮承包的经验教训，结合本

地实际，研究兴利除弊、完善承包的具体措施，

科学、合理地制定下一轮承包方案，特别是要

重点研究解决好基数不合理、交库比例低以及

健全承包约束机制、克服短期行为、防止包盈

不包亏等难题，使承包经营责任制健康地发展。
同时要积极推行税利分流、税后承包的试点，

不断总结经验，扩大试点范围。
五、加强调查研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研

究提出扭转市场疲软、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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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由于国家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方针，
以及1988年抢购风的滞后效应和一部分工业企

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滑坡等多方面原因，

市场持续疲软，虽然今年 5、6 月份开始好转，
但目前市场销售状况仍不理想，扭转市场疲软

还需要继续努力。市场疲软影响宏观经济效益，
更直接影响到国营商业企业经济效益，各级财

政部门应当千方百计配合主管部门调控市场，
帮助和支持企业搞活商品购销。今年我国夏秋

粮都获得了丰收，粮油棉丰收了，农民收入增加

了，我们要积极督促和支持商业部门 送货 下

乡，扩大销售。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抓住时机，
帮助企业大力清理三角债，把资金搞活，提高

经济效益。

企业财务对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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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为搞活

企业，国家增加了企业

从成本、利润和销售收

入中提取的专用基金项

目，并提高了专用基金

的提取比例。目前，企

业已建立的专用基金大

体上有10种，其中主要

是更新改造资金、大修

理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和生产发展基金（包括

留利中的后备基金和新

产品试制基金），这些

基金构成了企业自有财

力。企业自有财力究竟

如何？最近，我们对北

京、天津、河北、内蒙

古、山西、四川、重庆

等七 省、区、市 的138

户工业企业专用基金提

取、使用情况进行了调

查。
一、企业专用基金

提取额的增长幅度快于

生产增长幅度。1989年，138户企业共提取各种

专用基金15.31亿元，比1978年的2.18亿元增加

13.13亿元，11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9.4%，远远

高于同期产值递增8
.
4%、实现利税递增8.9%

和上交利税递增5.6%的幅度。并且，1985年以

后专用基金提取额的增长幅度要快于1985年以

前的增长幅度。1978—1985年，平均每年递增

18%，1985—1989年，平均每年递增21.8%。
企业专用基金提取额增长快的原因：一是

专用基金提取项目增加。改革前，企业专用基

金只是从成本中提取。1978年以后，国家为扩

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了企业专用基金来源，增

加了企业留利、按销售收入提取技术开发费、
单项留利、技术转让收入、调剂外汇留成等专

用基金项目。由于专用基金提取项目的增加，
138户企业1989年比1978年增加专用基金 提 取

额8.03亿元，占总增加额的61%，其中企业留

利增加5.2亿元，占总增加额的40%。二是专用

基金提取比例提高。如企业折旧率，1978年为

3.2% ，1989年提高到5.1%，提高了1.9个百分

点，138户企业因此增提更新改造资金 1.02 亿

元。因提取比例提高而增提的专用基金，占专

用基金总增加额的7.8%。三是计提专用基金基

数增长，相应增加了专用基金4.08亿元，占总

增加额的31.2%。138户企业，计提折旧基金的

固定资产原值，1989年比1978年增加了1.5倍，

相应增提更新改造资金1.57亿元、大修理基金

1.85亿元；由于企业工资总额增加相应增提职

工福利基金0.53亿元。
在1989年的提取额中，生产性基金，如更

新改造资金、大修理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和其

它生产性基金（企业基金、新技术开发费、育

林基金等）为12.2亿元，占当年提 取 总 额的

79.8%，其中，补偿性基金（更新改造资金和

大修理基金）为7.29亿元，占专用基金提取总

数的47.6%；生产发展基金为4.5亿元，占专用

基金提取总数的29.4%。消费性基金（职工福

利基金和奖励基金）为3.11亿元，占专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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