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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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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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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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数的20.2%。
二、企业提取的专用基金80%以上归企业

使用。138户企业1989年从提取的专用基金总额

中，上交财政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1.92亿
元，上交主管部门0.17亿元，购买债券0.44亿
元，社会摊派0.03亿元，合计为2.56亿元，占

专用基金提取额的16.7%；剔除这些非企业支

配数额后，企业可使用的专用基金为 12.75 亿

元，占专用基金提取额的83.3%。也就是说，
目前，在100元专用基金提取额中，83.3元仍归

企业使用。
企业要上交财政“两金” ，还要购买债券，

负担社会摊派，为什么专用基金提取额中还有

83.3%归企业使用呢？主要原因是：（ 1 ）企

业专用基金中有不少是免征能交基金和预算调

节基金的项目。如大修理基金不征，按工资总

额提取的11 % 职工福利基金不征，原上交财政

30%折旧基金部分返还给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不

征，承包企业提取的技术开发基金不征等。对

有些行业还有特殊的免征项目，如油田维护费、

统配煤矿折旧基金和维简费、黄金生产专项基

金等。（ 2）对上交 “两金” 的项目也有临时

减免，名义上企业专用基金上交财政25% ，实

际上交没有这么多。1989年，138户企业专用基

金中，上交财政 “两金” 的比例实际为12.6%。
（ 3）企业摊派从专用基金中支 付 的 不 多。
1989年，被调查的138户企业，从专用基金中支

付的社会摊派只有285万元，占提取额的0.2%。
社会摊派大部分挤进了企业成本（这当然是不

对的）。
1989年同1978年比较，非企业支配的专用

基金占提取额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1978年企

业不上交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但要上交

30 % 折旧基金。138户企业，1978年从专用基金

提取额中，上交财政的折旧基金0.29亿元，上

交主管部门0.08亿元，合计为0.37亿元，非企

业支配额占专用基金提取额的16.8%，和1989

年非企业支配额16.7%的比例基本一样。这说

明138户企业可使用的专用基金占提取额 的 比

例，1989年仍保持在1978年水平上。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企业可使用专用基金

占提取额的比例没有变化，但由于企业专用基

金提取的绝对额增大，企业可使用财力的绝对

额相应地大大增加了。1989年，138户企业可使

用专用基金12.75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10.94
亿元，年平均递增19.4 % 。企业可使用的专用

基金中，近70% 是国家财政向企业作的减税让

利。过去几年企业可使用的专用基金比1989年

还要多。这是因为，每次都是国家先减税让利，

虽然过若干年后为了保重点建设或平衡预算国

家又收回一部分，但是每次都是放得多，收得

少。这点从下面两个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企

业可使用专用基金占提取额的比例，1978年为

83.2%，1985年为 85.2% ，1988 年 为 87%，
1989年为83.3%；企业从 专用基金中上交国家

财政的比例，1978年为13.2% ，1985年为9.3% ，

1988年为8.2% ，1989年为12.6%。
三、企业专用基金用于生产性比重下降，

用于消费性比重上升。用于生产性的比重下降。

1989年，138户企业各种专用基金用于生产方面

的支出为7.05亿元，占专用基金提取额的46% 。
1978年1985年这个比例分别为64 % 和46.7%。
1989年，在生产性支出中，主要用于设备更新

改造和维修，分别为4.61亿元和1.78亿元，占

专用基金生产性支出的65.4 % 和25.3% ；其次

是补充流动资金支出为0.4亿元，占生产性支出

的5.7% ；用于开发新产品方面的支出只有0.13

亿元，占生产性支出的1.8%
。

用于消费方面的比重上升。1989年，138户

企业各种专用基金用于消费性的支出为3.26亿
元，占专用基金提取额的21.3 % ，超过提取的

消费性基金占提取总额比例1.1个百 分 点，比

1978年的15.7 % 提高了5.6个百分点。在消费性

支出中，用于工资（企业福利部门职工工资）、

奖金和住宅建设的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1989年分别为17.5% 和19.5 % ，其它福利支出

占63 % （包括医疗费、洗理费、妇女卫生费、主

要副食品价格补贴、独生子女保健费，等等）。
企业专用基金中用于生产性开支的比例下

降，而用于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上升的原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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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改税以前，专用基金主要是更改资金和大

修理基金，企业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很少；二是

生产发展基金、更新改造资金等生产性资金的

一部分被挪用于消费。这些被调查企业在1989

年生产发展基金支出中，挪用于消费的比重占

3 % （1985年和1988年，挪用比重分别达8.5%
和4.9%）。被挪用的生产资金主要用于职工住

宅建设。138户企业1989年职工住宅建设 支 出

中，有50% 是来自于生产发展基金、大修理基

金和更新改造资金（1988年，这一 比 重 高 达

70.7 % ）。

企业专用基金除用于生产、消费外，还有

一部分用于其它支出。其它支出项目比较杂、

变化大，如企业培训费，学校房屋建设支出，
共青团经费，购买汽车开支，座谈会、客饭招

待费，办公楼修理费用，支持教育费，计划生

育奖，新征土地、征地农转非人员生活费，各

种罚款滞纳金，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用于这

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多，138户企业，1978年只有
620万元，1989年达 9 645万元，平均每年 递 增

28.3%。其它支出占专用基金提取额的比例，
也由1978年的2.8%提高到1989年的6.3%。

四、我们的几点看法

（一）目前有种说法，前几年财政减税让

利留给企业的财力，这几年财政又 通 过 征 收

“两金” 等措施收回了大部分。从调查情况看，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38户企业提取的专用基金

仍有80% 以上是为企业自己支配的（具体到每

个企业，可能有所不同）。
（二）今后企业财力的增加应主要靠提高

经济效益去实现。目前，从总体上讲，企业财

力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当前国家财政非常困

难，如仍采取过去国家财政减税让利增加企业

财力的办法，已不可能。从全面看，国家财政

从企业专用基金中征收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

金，有利于缓解财政困难，增强国家投入能力，

取消上交 “两金” 是不现实的。因此，企业应

主要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盈利来壮大自有

财力。如1988年预算内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幅

度大，留利比1987年增加78.43亿元，企业的自

有财力就多，企业就感到宽裕一些；今年 1 —

8 月，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企业留利比上年

同期减少77亿元，企业财力就明显 的 紧 张 起

来。
（三）要加强企业专用基金的管理。由于

企业专用基金用于生产的比例逐年下降，用于

消费的比例上升，尽管企业自有财力迅速增加，
但仍然比较紧张，这个问题须引起重视。为保

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强企业发展后劲，要加

强企业专用基金使用的财务管理、监督和检查，
促使企业将生产性专用基金坚决用在生产上，
不挪用于消费。同时，还要节约资金，用好资

金，防止损失浪费，提高企业专用基金的使用

效果。

企业财务
开展财企“共建遵守财政

法规先进单位”活动效果好

段景泉

1989年以来，财政部驻天津市中央企业财

政驻厂员处与部分在津中央企业开展了 “共建

遵守财政法规先进单位”（以下简称“共建”）

活动，使驻厂员的监督管理工作得到深化，企业

自我约束机制得到加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89年，开展“共建” 活动的八户企业在财税

大检查中被查出违纪金额比上年减少84%，其

中六户企业获得了天津市中企处、市“财检办”

颁发的 “遵守财政法规先进单位”奖状。目前，
已有30余户中央企业主动提出与中 企 处 开 展

“共建” 活动，在驻津中央企业中初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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