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脚，这样也助长了消费基金的膨胀。

三、抑制消费基金膨胀的几点设想

（一）科学测算，合理确定企业的承包基数和挂

钩比例。财政部门在研究企业承包基数时，要配 合有

关部门对企业生产能力、经营现状、市场状况和内在

潜力进行周密的调查和 反 复 论 证，在坚持“包死基

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基础上，确

定一个既积极可靠，又留有一定余地的承包指标。同

时，还要规定企业发展后劲指标， 合理确定工资与效

益挂钩的比例。

（二）严格规定 和 执 行 企业留利中生产发展基

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比 例。承包后企业留

利逐渐增多，明确规定三项基金使用比 例，控制其自

有资金的投向，是抑制消费基金膨胀的关键。财政、

税务、劳动、银行、 审计等部门要严格控制 承包企业

工资总额的增长，加强对企业奖金税的征收工作，促

使企业自有资金的投向趋于合理。

（三）设立承包 风险准备金。承 包 经 营 有盈有

亏，承包者担有很大风险，因 此，设立承包风险准备金

很有必要
。风险准备金来源由承包企业在自有资金中

按一定比例划出，采取逐年提取专款存入银行的办法，
以便企业用于弥补欠缴税利或对职工收 入 以丰补欠。

（四）鼓励企业把自有资金尽量用于生产发展。

对用职工福利和奖励基金进行技术改 造和新产品开发

的企业，要给予优惠政策。对承包企业在承包 期内偿

还技措贷款后，超基 数留利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

可按一定比例给予奖励，鼓 励 企 业 增加 生产发展基

金，增强发展后劲。

（五）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加 重 企业经

营者的经济责任。要避免承包企业消费基金膨胀，很

重要的一条是承包期要长，指标 要包死，使企业最大

限度地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商品 生产者。在商

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一个 独 立的生产者，将面临

产品、 价格、质量、 利润等多方面的竞 争，它决定企

业必须认真控制成本， 把工资 限制 在 合 理 的界限之

内，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 消费的关系， 把企业当前利

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 注重增强 企 业后劲。 否则，

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直至 倒闭。此外，

在企业内部，还可考虑将经营者与职工的一元利益关

系改为二元利益关系，切断经营者与职工经 济利益上

的直接联系。企业经营者的工资不再计入成本，而是

从企业利润中支付，并随着利 润的 升 降而增减。这

样，促使 企 业 经 营者更加关心企业的盈利和发展后

劲，自觉抑制企业消费基金的膨胀。

读者来信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赛有感

编辑同志：
全国财税知 识竞赛组 委会发 来的获奖证书和奖金

均已收悉，在此，我谨向辛勤组 织 本次 竞赛的领导和

同志们表示衷 心 的 感谢！

我先后毕业于福建省（集美）财 经学 校和江西财经

管理干部学院，并已 从事农业税工 作五年了，可是，

我刚开始答卷时，竟 对其中不少 试题似懂非懂，这足

以 说明我的学识是肤浅的。同时感到应有效利 用这次

竞赛机会，很 好地补 缺 补 漏， 牢 固掌 握基础理 论知

识。在四 十 几天的业 余时间里，我和我爱人都是在省

图书馆 度 过的。为了查找有关书刊资料，我到过省市

财政厅（局）资料室、 社科院、 统 计局等单位的图书

馆或资料室：跑遍了福州 所 有大书店；请教 了上述单

位的领导 和有 关业 务人员。在此期间我曾出差闽北，

带上试题，每到一个地方， 只 要一有时间，就到 当地

图书 馆或新华 书店 查 找资 料，继续答卷。就这样，共

查找 约500本书刊资料， 提 前五 天 做 完全部 试题。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是 紧张而 充实的。每当

找到一个答案时，一 种 难以 言 状的快慰感便 油然而升，

从这次 竞赛中我确实学 到不少知 识， 有些是前所未闻

的。我深信组委会举办 本次 竞 赛的 目的——推动财政

知识的学习和普及是 完全可以 达到的。获特等奖是出

乎我意料之外的，因 而也就 感到格外 的喜悦。然而，

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些业 务部门 的经 办人员和领导

干部对自己所经 营业 务范围内知 识的 贫乏。我想这种

现 象远不止于经 济部门 ，而是 一种带有普遍性的 社会

问题。要改 变这种状 况， 必 须引起 全社 会的重视，特

别是各级 党政领 导的高度 重 视。在这里， 我希望财政

部尽可能地多举办类似的竞赛，以 提 高财 税 系统的专

业知 识水平。建议将这种自由 参 赛的形式，扩 大为 全

系统 专业干部（包括领导 干部）必 答形式，即在整个

财税 系统内定期或 不 定期地举行业务知识考 试，以 推

动全体职工 重视专业知 识的 学习，提高干部素质和工

作效率。

福建省财政厅  陈少平

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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