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不仅仅把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形态转化为新

的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而且通过活劳动创造出新

的社会财富。这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消耗，取得较多

的社会产品；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不

断提高。

农业扩大再生产中，往往有一些卡壳的地方。这

些地方只需要少量资金，稍加疏通，即可增产增收。

把支农资金用在 这些 地方，花钱 少、收益 快、效果

好。为了实现农业扩大再生产的 “增产 增收”，提高

支农资金经济效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少

地方对部分财政支农资金采取了有偿使用的办法，这

样既有利于将财政支农资金用到关键地方，又有利于

克服资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国家包下来的

弊病，有利于支农资金投放和使用过程中权、责、利

的结合，有利于壮大支农财力，有利于提高支农资金

效益。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财政支

农周转金在农业扩大再生产中主要起疏通作用。它的

投放体现了国家财政对农业扩大再生产的直接支持，

对农业的增产增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

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核心是 “实现”问 题，即农产

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实现问题。它要求生产出来的农

产品能够符合社会需要，能够为下一次扩大再生产准

备必须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同时，农业生产者能

够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出卖自己的产品，按照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补偿物化劳动消耗的价值，取得自己新创

造的价值，以便积累和消费。可是实践中经常出现农

产品生产出来了卖不出去的现象。这时商品的使用价

值不能实现，价值当 然也不能实现。
当前，农业扩大再生产中存在着投入 严重不足的

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投入。这不仅影响着农业生

产的后劲，影响着粮食生产上新台阶，而且给国民经

济造成潜伏的危机，对于投入不足，除需国家另增资

金外，主要的还是要通过解决“实现”问题，增加农

业自身积累和自我发展动力。近几年来，围绕这个问

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例如，

调整农村生产结构，发展专业户生产，做 好产前产后

服务，加速粮食基地建设，提倡“以工补农”，发展

食品加工业，加强农产品收购，发展农村商 业和交通

运输业等。在上述这些工作中，财政部门通过对支农

资金投资方向的调整，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

财政支农资金从总体讲，是 符合农业扩大再生产

需要的，但由于：（ 1）财政支农资金计划毕竟是人

制定的，主观与客观不可能没有距离；（ 2）农业经

济形势不断发展，财政支农资金计划如果不随形势的

变化而调整，必将脱离实际。因此，随着农业经济形

势的发展，必须不断调整支农资金投资方向，使财政

支农资金在农业扩大再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

工作研究

企业留 利现状及对策

周大宇

1978年以来，国家对企业的利 润先后实行了企业

基金、利润留成和利改税等制度，打破了财政统收统

支的局面，扩大了企 业财务 自主 权，增添 了企业活

力。但同时在企业留利水平及其使用上也带来了一些

问题。只有优化企业外部分配关系，深化企业改革，

改善企业行为，完善企业内部积累和消费自我平衡机

制，才能实现企业留利的良性循环。

一、企业留利的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近年

来企业留利增长很快，已由1979年的7.9% 上升到1985

年的38.7%，大大超过了同期国民收入、财政收入、

工业生产和实现利润的增长速度。同时，在实现利润

和税金分配中，国 家 所 得由1980年的90% ，下降为

1985年的73% ，企业所得则由 9 %上升为22% ，企业

所得比重逐年增加，国家所得比重逐年下降。因此，

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从整体上看，国营企业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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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平是不低的。从企业 留利 使用结构来看，近年

来，我国企业留利不断增长，已达到一定水平。但真

正用于发展生产 的 部分却不多。据匡 算，1985工业

企业留利中，用于生产发展的也只占48%，用于职工

福利和奖 励 的部分占52%。据统计，1981—1984的

四年间，我国大中型企业累计用于发展生产的企业留

利70多亿元，平均每个企业每年只有30多万元，相当于

占用固定资产总额的0.5%。这说明，国营工业企业的

留利使用结构极不合理，用于发展生产的部分过少。

这种不合理的企业留利使用结构，导致了消费基金的

膨胀。消费基金的膨胀，在总量上表现为工资总额的

增长速度远远超出总产值、上缴税利 和全员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速度；在结构上表现为奖金和津贴的增长率

远远超过标准工资的增长率。

二、改进企业留利的对策和建议

我认为，改变企业留利水平不平衡和留利使用结

构不合理的状况，要从企业外部分配关系和企业内部

行为机制两个方面采取对策，二者不可偏废。

（一）优化企业外部分配关系

1 、企业与国家在利润分配上的比例，以稳定在

目前的 3 ∶ 7 左右比较适宜，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

留利水平不平衡状况，主要通过行业、 企业间的调整

来解决。1985年，我国国营企业的整体留利水平已达

到30% 以上，从目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看，企业留利

水平不宜再提高。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不断下降，国家所能支配的财力与其对宏观经济

的调控职责不相适应。如果 过快地 提高 企业留利水

平， 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势必给本来就紧张的国家财

政增添困难，从而影响经济建设的大局。尽管把我国

企 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转变为具有自我积累、自我

改造、自我发展能力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在 “七五”

期间， 我们只能建立一个大致的框架，使国营企业成

为基础结构投资以外的投资主体尚不具备条件。在目

前企业预算软化的情况下，片面提高整体留利水平，

会继续助长消费基金膨胀。
2、增强企业活力的改革措施应 配套进行，单靠

让利让税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从实际情况看，留利较

多的企业也存在着留利使用不合理的情况，对企业一

味让利让税，而对改善其行为方面不作配套改革，其

结果不仅不能搞活企业，而且还会给宏观经济协调造

成很大困难。对负担确实较重的大中型企业适当减免

调节税是必要的，但要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

对某些由于经营环境有差别而造成留利畸高的行业、

企业的调节税应予保留。在对某些行业、企业实行减免

调节税的同时，应相应 取消他们原来享有的部分优

惠，使有关改革措施衔接配套。

此外，要改革税前还贷办法，改变目前企业贷款

中的绝大部分实际上由国家财政承担的状况，逐步过

渡到税后还贷上来；对影响企业留利水平的各种胡乱

摊派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必须强 化行 政手 段予以制

止。在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税制改革中，国家的

各项政策应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利于企业的长远

发展。

（二）改善企业内部行为机制

要使企业内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趋于合理，由国

家硬性规定一个统一比例是难以实现的，这不仅因为

它不能适应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的不同需要，而且因

为企业中缺乏执行这种比例的内部平衡力量。为此，

要从两方面来解决：

第一，要建立同企业短期行为 相抗 衡的 制约机

制。首先，深化企业改革，实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

的分离，在企业经营者中形成与短期行为相抗衡的动

力。从制度规定上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同企业长远发

展密切联系起来，并适当延长厂长（经理）任期和加

强其决策权限。其次，改变企业职工的短期行为。在

企业中培养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其稳定感和归属

感，使职工关心企业的发展，把自 己的利益同企业命

运联系起来。再次，加强所有 者对 经营者 的经济制

约，处理好民主管理与厂长负责的关系。
第二，硬化企业预 算约束，从外部控 制企业行

为。一是进一步打破分配制度上的铁饭碗是当务之急。
企业之所以能够变更留利中生产发展、职工奖励和集

体福利基金比例，挤占生产发展基金，甚至在亏损条

件下，也滥发奖金，归根到底，是还没有真正改变企

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真正做到企业自负盈亏。二

是银行在控制企业留利的积累和消费比例上，应发挥

“信贷闸门”作用。为制约企业短期行为，企业留利

资金在银行储存时应把生产资金帐户和消费资金帐户

严格分开，不得互相挪用。三是改革税制，尤其是对

利润征税进行改革，促进企业留利的合理使用。例如，

改革所得税征收办法，增加税率档次，使税率与企业

留利用于生产发展的多少挂钩。再如，通过开征固定

资金占用税，将企业自有资金和国家资金区 分开来，

使企业对自身积累的自有资金有更大的自主权。

更 正

本刊第 8期第 1 页倒数第11行，“国内借款”应

为“国外借款”。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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