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
报告 对消费基金增长情况的调查

浙江省宁波市财政税务局

我市近几年来消费支出增长较快，原因何在？为

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作了一次调查。

一、消费支出增长情况及其影响

“六五”末期，我市消费支出就增长较快。1985

年，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包括农村乡办单位）比1984

年增长29.6%；农副产 品 收 购 总值比 1984年 增 长

30.6%。“七五”以来，增长速度虽有所放慢，但1986

年 全部 职 工工资总额仍比1985年增长17.7%；农副

产品收购总值仍比1985年增长4.9%。今年 1～5 月，

从银行现金收支帐反映，用于城乡居民个人消费（工

资和农副产品采购两项支出）的现金累计支出比去年

同期增长25%。在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的同时，社会性

消费支出也呈现膨胀之势，行政、企业管理费现金支

出比去年同期增长39.9% ，其中乡镇行政、企业管理

费支出增长46.8%。

由于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国民收入 增长，造成了社

会供求矛盾紧张，零售商品货源和社会购买力之间差

额扩大。1984年到1986年，国营商业、合作社系统经

销的零售商品纯购进额平均每年增长10.8 %，同期形

成的社会购买力 平均 每 年 增 长23.6%；今年 1～5

月，国营商业、合作社系统零售商品 纯 购 进额增长

6.3% ，而同期购买力 增长19.8%。由于零售商品货

源增长赶不上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导致结余购买力逐

年增多，市场潜在压力增大，引起物价上涨。

二、消费支出增长原因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认为对控制消费分配重视不

够是导致支出增长过快的直接原因，具体的有以下几

个方面：

1 、对工资性支出的管理缺乏有效手段。多年来

的实践证明，搞好工资性支出的管理工作是控制消费

基金增长的有力措施，当前的问题是约束软化，经济

政策的松动，未能辅以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造成了

企业工资性支出渠道日益增多，数额逐年加大。例如

奖金，作为超额劳动的报酬，实际上已成为职工收入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些企业不论经营效益好坏，

奖金旱涝保收。国家为控制消费支出过快 增长，对部

分企业试行了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 挂钩的办法，由于

挂钩指标只限于上交的税利，效果并不显著。当前价

格体系中大量不合理因素的存在，使企业实现的税利

往往只取决于市场价格的变动，这种非主观努力造成

的收入变化使有关部门难以控制，也造成工资支出增

加。据对市冶金系统实行“工利挂钩”的两户企业统

计，1986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 047万元，比1985年增长

2.3%；当年实发工资总额240万元，比1985年增长

29.4% ；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0.1%，职 工平均工资

反而上升26.4%。其主要原因是因为1986年产品价格

上升使实现税利增加。

2 、经营业务费使用漏洞大。经营业务费主要是

用来开拓企业的业务经营，对其使用 额 度 有明确规

定，但使用范围实际是难以控制的，企业把不属业务经

营范围的请客、送礼的支出当作业务费支付的情况相

当普遍。特别是乡镇企业，使用中存在问题更大。按

有关政策规定，乡镇企业可以按产品 销 售收 入 1 %

（1985年前为 2 %）的比例提取经营业务费，在执行

中，实际提取大大高于此数。从我 们对余姚市乡镇企

业的调查来看，最高提取率达 7 % ，而且作为供销人

员交际、奖励费用，直接发给个人。这也增加了消费

支 出。

3 、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过 多。1985年同

1984年相比，全市全民基本建设投资，预算内（包括

拨改贷）基本持平，预算 外的银行贷款增加2.8倍；

1986年，全民和城镇集体完成 投 资11.27亿元，自筹

占41.9%。近两年预算外投资上升快，势必使得消费

支出增加。

4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升幅度大。近几年来，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对改善农民生

活是必要的。但是农副产品的提价，势必增加财政支

出，扩大消费分配额。1986年，仅市区一块，用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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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价格补贴的支出达2 326万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数的

8.5%。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放 开 后，由于无相应控制

措施，上升幅度超出了客观允许的数量界限。市水产

供销公司经销的海水产品，在价格放 开前每担平均收

购价32.62元，1986年上升到67.57元（未剔除 经济鱼

收购量下降因素），该公司当年收购40万担，增加支

出1 400万元。同时，由于收购环节中管理不完善，各

地从本位主义出发，擅自提价，造成支出增 加。例如

在1986年茶叶收购中，省有关部门明确规定，收购价

格在1985年基础上最高上浮20% ，但执行结果，普遍

上浮30% 左右。1986年实际收购茶叶20万担，多支付

237万元。这种情况未能引起有关 部门重 视，对其采

取相应措施，使今年春茶收购中出现了多方抬价争购

现象，仅据宁海县财税局反映，由于抬价争购，造成

供销社系统收购量下降，国家损失的30多万元 税收也

直接转作了消费基金。

5 、社会性消费支出逐年增加。1986年全市事业

行政管理费支出达3.16亿元。今年 初虽然开展了 “双

增双节”运动，但 1 ～ 6 月份行政管理费支出仍比去

年同期增长7.7%。机构扩编，人员 增 加，压 缩行政

性公司步子不快，依然是事 业行政管理费压不下来的

一个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社会集 团 购 买 力控制不

严，企业税后留成的各项基金允许变通使用，都使得

社会性消费支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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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歙县是全国较

早实行财政贴息农贷资金

的地区之一。最近，我们

在该县就财政贴息农贷资

金问题进行了调查。从调

查情况看，歙县财政贴息

农贷资金工作的做法、特

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在全国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

我们予以注意和重视。

歙县地处黄山脚下，

是个 八 山、半 水、半 分

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山

区县。全县总人口57.6万
人，耕地面积25.2万亩。

该县资源丰富，属亚热带

气候，在历史上，以林、

茶生产和多种经营为主体

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前，该县的农业生产

有些年份虽然发展较快，

但由于片面强调山区 “以

粮为纲”、“粮食自给”，

致使山区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经济结构很不合理，粮

食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1978年以来，县委根

据本县的实 际，制 订 了

“林茶为主、多种经营、

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

山区生产建设计划，决定

在山区还林、还茶、还桑（茧），建设20个茶、桑、

林果经济作物基地。由于山区农民自身积累较少，依

靠自己的经 济力 量 实行还林、还茶、还桑（茧）十

分困难，而县财政的资金又有限，拿不出更多的资金

用于山区农业建设。因此，县财政部门把眼光放在财

政资金之外，决定利用一部分农村信贷资金来解决财

政支农资金的需要。1980年，由县委统筹安排，财政

同 农业银行 共 同 商定，开始试行“农行贷款、财政

贴息”的办法。七年来，歙县实行“农行贷款、财政

贴息”办法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统

计，1980年至1986年，全县共发放贴息贷 款1 079.29
万元，财政贴息 92.84万元。而受财政贴息贷款支持

的茶叶、蚕茧、林果收入，1986年与1980年比，分别

增长194.2% 、417.7% 、112.8 %。由于贴息农贷资

金扶持的项目发挥了效益，农民从中得到很大好处，

1986年同1980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16.67%。
1980年至1985年，农民平均每年从茶叶增产这一项中

就净得收入1 108万元.国家也从多种经营生产的发展

中增加了税源。

歙县在实行“农行贷款、财政贴息”办法的过程

中，不断改进管理办法，他们在管理上具有以下五个

特点。

1 、资金投向，以种植业为主。歙县根据本县的

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历史习惯，从一开始便把财政

贴息贷款的项目重点放在茶叶 生产、兴桑养蚕和种植

果木等方面。到1986年冬为止，全县 用 于 茶 园、果

园、桑园等种植业的贴息贷款额 为566.25万元，占总

贴息贷款额的57%。
2 、贴息年限，以中期为主。由于所扶持的各个

项目具有不同的生产周期，歙县财政部门对不同的贴

息项目规定了不同的贴息期限。但基本上以中期（ 3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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