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收的增长，并把加强个体工商户管理，作为

治理经济环境，整 顿 经 济 秩序，巩固集体经

济，调节社会分配，增加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

措施来抓。税务部门在抓好日 常征 管 的基础

上，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对10 414户私人 经营

者税收大检查。并与县检察院紧密配合，立案

查处10户个体户偷漏税大案，共补税款35.38
万元，罚款18.03万元，平均 每户 补税罚款超

过五万元。全县个体工商户入库税款，1988年

比1987年增收20%，高 于 乡村 企 业税收增长

14 % 的比例。
三、正确处理县级财政与乡镇财政的关系

近几年，县级财政十分困难。作为最基层

政权的乡镇财政同样十分困难，因此，必须妥

善处理好县级财政与乡镇财政的关系。
吴县是全省乡级财政试点县，从1978年普

遍建立乡镇（公社）财政，至去年已整10个年

头。其间乡级财政预算管理体 制 虽 有几次改

进，但未有突破性进展。去年，吴县财政局抓

住中央对江苏省实行“财政递增包干” 办法的

有利时机，及时拟订和落实乡镇财政收支包干

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以各乡镇1987年财政收

入、支出实绩为基数，各 按 年 递增率10% 包

干，一定三年不变。收入超收，乡镇分成80% ，

短收按同比例赔补；支出 结 余 全留，超支不

补。乡镇财政收入实行递增包干的项目，主要

是乡村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的 “四 税”（ 产品

税、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这一办法的

实施，把乡村企业税收列入递增包干范围，有利

于正确处理县乡财政与乡镇企业的关系，有利

于乡镇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避免人

为的财源流失。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

有利于调动乡镇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落实了乡

镇的经济利益，提高了透明度。同时也进一步

加强了财政、税 务、金 融 等部门的协调、配

合。在落实税收任务、报批减免税、税收统计

报表等方面，财税两家经常通气、磋商。在组

织财政收入的过程中，遇到先还贷 款还 是 先

交税款的矛盾时，金融部门主动让路，首先保

证税款入库，以利县乡财政 收 入 任 务完成。

1988年年终试行结果，乡镇财政递增包干超收

额360.7万元。乡镇财政财力 的 增加，解决了

上面开口子，下面付票子的资金来源，实际上

也缓解了县级财政的资金供需矛盾。

建议

对实行承包的企业应进行

“包前审计”

当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企 业 承 包经营责

任 制的深入 发展，招标承 包已成为完善企业经营 机 制

的重要手段。为了使 企 业 承 包工作健康 发展，我认
为，有必要 对 承 包企业 进行“包前审计”。理由之

一，有些要进行承 包的企业或单位存在帐 务不实、隐

盈隐亏或假盈实亏问题，而承 包者由 于对承包经营的

资产、资金、指标情况心中无底数，容易 出 现承 包期满

完不成承包目标甚至包了半截就 包 不下去的情况，加
上有些承包者在管理上的失误，使企业濒 临 破产或倒

闭，结果给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带来不 同程度的损失。
理由之二，由于承 包 经 营 的主体 目标是上 交利

润，对承包基数和承包期上交的目标利润 的 测定，必

须兼顾国家、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 的利益，为能把

承包基数和承包经营目标确定得 较为准确、合 理、 并

便于承包期的严格考核，也 迫切需要 对 实行承 包的企

业或单位进行“包前审计”。

对实行承 包企业进行“包前审计”的内 容，除财

产、资金和账务之外，还应该 包括：1.经营成果的真

实性，合法性 ； 2.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政策、财 务 制度

情况；3.财产资金管理情况：4.各项专 用 基金的使用

情况。
通过审计清查，不但可以 澄清核 实 企业的家底，

使所有者和承包者对承 包经 营的资产、资金、指标心
中有数，解除后顾之忧，同时也 给上级主管部门测定

承包基数以 及对承包进行考核提供 了 可 靠的依据，因

此各级 财政、审计部门应把对承 包 企业（单位）的“包

前审计”做 为一项重 要 内 容 列入工作 议 程，切实抓

好，抓出成效。  （河北邯郸钢铁总厂财务处  张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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