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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企业
承包后的 服务工作

河南省 漯河市财政局 李富根

近年来，随着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普遍

推行，我市财政部门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

心，认真抓好企业承包后的服务工作，不断巩

固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取 得了 较好的成

绩。1987年，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 同 上 年相

比，产值增长24.4%，销售收入增长39.5%，
实现利润增长91.9%，入库利润增长29.5%。
其中，实行承包的工业企 业的产值、实 现 利

润、入库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23.7% 、100.4% 、

49.1 %。
一、转变作风，做好企业承包后的服务工

作。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是现实条件下搞活企

业的一种有效形式，但是没有经济综合部门的

支持和服务，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很难落

实的。如果企业承包经营搞不好，财政收入也

难以完成。从这一观点出 发，企 业 实行承包

后，我们财政部门并没有认为企业必须保证上

交 就 坐 等 收入，旱涝保收，而是立即转变作

风，深入企业，紧紧围绕企业承包，从生产、

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关心帮助企业，努力做好

企业承包后的服务工作。
（一）对不适应承包经营的规章制度进行

认真分析、研究，及时修订调整。市财政局工

业科制订了《关于承包、租赁企业财务管理的

暂行办法》，帮助国营企业在承包中严格执行

《 会计法》和《成本管理条例》 ；对 个 人承

包、租赁的企业实行抵押金办法，促使企业承

包人全力以赴搞活经营。对承包企业为扩大再

生产、开发新产品项目申请资金，财政部门优

先考虑安排。我市财政部门还帮助承包企业实

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

资金、销售、乱摊派等具体问题，基本上保证

了企业承包经营的健康发展，如市无线电厂实

行租赁经营后，开发了新产品电视机蓄电池，

适用交流电不正常的农村看电视，并与开封、

武汉等电视机厂家签订了供货合同，但生产的

新产品因科技部门未及时鉴定，影响销售。我

们及时配合该厂和市科委 协 商 进 行了质量鉴

定，产品很快打开了销路，给 企业 注 入了活

力。近几年，社会摊派名目繁多，已成为企业

改革和发展中的沉重负担。为抑 制 这 种摊派

风，维护承包企业的合法权益，我们在市委、

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采取了措施，使各个部

门明确以下四点：①各级领导要制止摊派，领

导机关要带头不摊派，旗帜鲜明地保护承包企

业；②明确规定摊派是不合法的，那级摊派属

那级违纪；③财政支持企业开 “顶风船”，抵

制各种摊派；④在税收、财务、物 价 大 检查

中，把向企业摊派问题列入重点检 查 内 容 之

一，侧重检查搞摊派的部门和单位，查出的违

纪金额全额上交。在财政部门的努力下，全市

摊派之风有所收敛，1987年社会摊派款比上年

下降31%。
（二）主动帮助企业理顺财会账务，抓管

理，并为企业传递信息。市气泵厂1987年账面

有250万元应收货款长达十年之久未 清 理，我

们发现后立即帮助该厂对所欠货款分类排队，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笔进行清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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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清理收回货款和货物83万元。市印刷厂由

于管理不善，1987年前八个月胶彩印产品月均

废品率高达31%，损失31.9万元。我们到该厂

调查，建议厂领导采取措施，调整了两个车间

主任，对车间实行承包，加强两级核算，完善

了内部经营机制，提高了经济效益。后四个月

胶彩印月均废品率降到了 5 %，月均实现利润

2.2万元，比前三季度月均实现利 润增 长6.3
倍。当我们在市场上了解到城建地下悬滚排水

管畅销，就及时把这一信息反馈到市水泥制品

厂，使该厂很快开发了这一新产品。
（三）帮助 企 业 狠 抓技 术改 造，增强

后劲，放水养鱼。如临 颍 县 水 泥 厂 属 县 办

小厂，由 于 设 备 简 陋，产 品质量不稳，企

业经营不景气，完成 年 承 包利 润 有 困 难。
该 厂 想改 造扩 大 再 生产，又没有资金，财

政部门帮助 该 厂 积 极 向 上 级 主 管 部门 申

请技改贷款120万元，使该厂原 来 的简易立窑

改造成机械化立窑，使水泥产量提高，质量稳

定，经济效益明显增加。1987年生产水泥4.12
万吨，比上年增长28.8%，实 现利 税 66.8万

元，比上年增长63.3%。市罐头厂1987年上半

年因市场变化，水果罐头滞销，肉类提价，亏

损10.6万元，对完成年承包利润失去信心。财

政部门积极帮助该厂挖潜力，找门路，搞活经

营。该厂1984年兴建的一座2 000吨冷 库 因 设

计有问题，一直未投产使用。财政部门安排技

改贷款 5 万元，并从预算外间歇资金借出50万

元对冷库进行改造。经过一个多月努力，整个

改造工程顺利完成，开拓了水果、鲜蛋、肉类

储存业务，实现了旺储淡卖增值，提高了经济

效益。该厂年底完成产值3 902万元，实现利润

241.3万元，比上年增长5.3倍。
（四）运用经济手段组织财政收入。过去

财政部门向企业收税收利和回收专项贷款满足

于行政手段，会议布置，一说了事，不利于财

政收入的及时入库。1986年全市工业企业拖欠

税利218.8万元，比上年 增 长102.13%，收回

到期专项贷款45 0 万元，仅 占 到 期 应收回的

42%。1987年，企业实行承包后，我们在搞好

服务的过程中，变行政手段为经济手段，对承

包企业的利润分月上缴，年终统一算账，超交

返还。完不成上缴合同利润的，从企业自有资

金抵补，并把它写入合同条款。一方面促使企

业承包人搞活经营，去实现利润；另一方面也

迫使企业按承包基数足额上交入库。对在承包

期必须归还的各种专项贷款，我们用经济手段

进行控制，对延期不还者加倍罚息，并扣罚企

业承包人应得奖金的15%，对加速技改贷款资

金的周转起了积极作用。1987年全市收回到期

技改贷款600万元，超过回收 计划的37.5%。
二、正确引导税后留利的使用，积极完善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
根据承包合同规定分得的好处，能否合理分配

使用，这是关系到企业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如果分配合理，用之适

当，企业可以通过自我积累，实现企业的更新

改造，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

可以避免消费基金膨胀。为此，我们财政部门

坚持政策宣传，引导全市承包企业税后留利资

金的使用，供企业除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和职

工福利基金外，大部分用于企业发展生产和技

术改造。1987年，全市工业承包企业提取职工

奖励基金277.2万元，占企 业 留利18.9%，比

上年增长5.1%；提取职工 福 利 基 金280.9万
元，占企业留利19.2%，比上年 增 长1.3%；

提取生产发展基金906.4万元，占企 业 留利的

61.9%。当年用留利搞技术改造项目17个，金

额545万元，占企业生产发展基金的60.13%，

比上年增长11.8%。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

新产品开发。如市第一造纸厂用企业留利21.4
万元，新上静电复印原纸生产线一条，六月份

投产，年底已生产复印原纸7 655吨，产值2 297

万元，销售7 016吨，实现税利543.3万元。
兑现承包合同对巩固 承 包 经营成果和落

实、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至关重要。我们认为

只有履行承包合同不打折扣，政策及时兑现，
真正做到企业既负盈也负 亏，才能 取 信于企

业，保证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健康发展。在

兑现1987年承包企业合同时，我市财政部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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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兑现了109户承包企业足额完成 上 交财政收

入指标后的超收留利和奖金。对 6 户在承包经

营中没有完成承包指标的企业，除按照合同从

当年企业留利中补齐41.3万元欠交部分外，又

按合同有关条款扣罚了企业承包 人 奖 金1 086

元。为了进一步完善企业承 包 经 营 责任制，
1988年我们又采取了几项新措施：

（一）适应延长承包时间。市直土业企业

将承包期延长到1990年，与“七五”计划和厂

长任期一致起来。

（二）增加固定资产增值指标。鼓励企业

用自有资金使固定资产增值，根据增值额大小

嘉奖厂长（经理）；用 技 改 贷 款进行技术改

造，达到预定目标的，按 增 值的 比 例对厂长

（经理）进行奖励。
（三）将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凡连续两年

完不成承包指标 者，厂 长（经理）应 自动辞

职。同时实行年终进行承包审计和承包期满审

计制度。

小议“人家牵牛我摸桩”

吕万 大

自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停建 和 缓建三十三 个在京

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起， 一 个压缩 基建 规 模的高潮 正 在

全国 各地兴起。各方 面反响 十分 强烈 。一位 贫困地区

的同志却不无感慨 地说： “我们的 项目刚 准 备上马，

就赶上了‘茬口 ’，人家 牵牛我摸 桩， 又 迟了一步！”

其实，这些同志大可不必如 此 惋 惜。不妨 仔细 想

一下， 贫困地区的当 务之急是什 么？毫 无 疑 义，应 当

是大 力发展经济，尽快脱贫致 富。因 为，在 这些地区

的广 大 农村，尚有一部分群众温饱问题 没 有解决，尚

有低矮的茅草房舍和衣不蔽体的孩子。一两 座 楼堂馆

所能解决这个非常实际 而 又十分迫切的问 题吗？恰恰

相反，一个楼堂馆所项目起码 得耗资数十万 甚至数百

万元，这就必然要挤占生产 项 目 所 需 要 的资金和物

资， 影响经济发展， 也自然会延缓脱贫致富 的 进程。
我曾经到过一个贫困地 区 的县城，只 见在大 片低

矮的 居民住 宅中，一座豪华的宾 馆拔地 而 起， 尤如 鹤

立鸡群，反差十分强烈。看了这幅 画 面， 总 有说不 出

来的滋味。我想，要是问一下这 个县的 为官者：在你

管辖的 这 块 地 方，坐车难、上学 难、 甚至洗 澡难、

上厕 所难的 问 题 解 决 了没有？恐怕没人敢 打保 票：

“没问题了！”既然老百姓急需的衣食 住行之 类的基

本生存问题尚待解决， 又何苦急不可待地 去 搞什 么楼

堂馆所呢？

据说 ， 一些贫困地区搞些楼 堂 馆所，是 出于这样

两点考虑：一是适应外向型经 济的需 要， 二是 为 了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弦外之音在于：请外 宾 和外地客商

洽谈业 务， 没有一两座象样的楼堂 馆所，未 免 显得太

寒酸 了， 也不太 文明。我看不尽 然。外 商也好，国内

厂家也好，是否愿意同你做生意，恐怕多数 不是以 享

受为意的，而主要看 买 卖成交以 后 有 没 有利益。只要

有利可 得， 他们就会欣然而 至。相反， 你 楼 堂馆所造

得再高， 里 面的设施再豪华，如 果无 利 可得，人家也

不会和你做生意。再说，你把十分有限的 资金投向 了

楼堂 馆所，生产搞不上去，没有名优特新产品 ， 又拿

什 么去吸引中外客商呢？第三， 楼堂 馆所并 非精神文

明的象征。在一些 贫困地区，教育不 普 及，人口 素质

差，居家养儿女，出门 办事情尚属不 易， 难 道 有 了一

两座楼堂 馆所， 人们的精神马上就 会文明了不成？

客观地说，贫困地区的基本建 设 规 模， 较之经济

发达地区， 确有差距。但是，贫困地 区 与经济发达地

区最根本的差距 还在于经 济发展 的 水平上。而制约经

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则是资金的 短缺比 发达地区

更为突出。如 果置民情国 力于不 顾，超越本地财政的

承受能力，去搞一些没有 多大必要 的 楼堂馆所， 实在

不是明智之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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