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核定企业包干指标。

（三）以当年实现利润为依据 确 定 企 业包干指

标。如重庆市以企业当年还 贷后利润和全年固定职工

人数为依据确定包干指标，规定人平 均利 润 在250元

以下的企业免交利润， 对超过部分按20% 上交财政。

此外，个别地区根据本地情 况， 采取了其他一些

方法。如黑龙江省在1981年至1984年，有两 年遭受严

重自然灾害，另两年平收，而1979年和1980年则是 两

个大丰收年，为此，该省以1979年至1984年企 业的平

均盈亏数来核定企业包干指标。

三、机动数的提留和包干指标转作周转金

从各地情况看，大部分地区的农垦企业的 主管部

门都从包干补贴指标中或根据包干上交利 润的一定比

例提留了一定的机动数。这部分机动财力一是用于救

灾，二是用于扶持生产条件较差的农场发展 生产，改

变面貌。贵州省规定，从包干 补 贴 指 标中留取15—

20% 的机动数用于救灾补贴，其余的转作发展 生产周

转金，扶持企业发展生产。广东省农垦总局规定，总

局提取的机动数不得超过财政部和农牧渔业部核 定的

包干上交利润的 5 % ，管理局提留的 机动数 不得超过

总局核定的包干上交利润指标的15%。总局和管理局

提取的机动财力，主要用于建立遭灾预备基金，解决

企业遭受较大自然灾害后的困难，不得用于主管部门

自身的建设和开支。

此外，各地财政部门还普遍建立了扶持企业发展

生产周转金制度。周转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

原包干补贴指标；二是财政集中的利润。如甘肃、 福

建等省将原安排的补贴指标部分或全部转作周转金使

用。江苏、天津等20多个省市将农场上交财政的利润

转入周转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这些周转金主要用

于支持企业改善生产条件，调整产业结构，帮助遭灾

严重、自身经济力量较弱的企业解决灾后的 生产困难

等等。其使用程序一般是：首先由企业提出建设发展

项目，经主管部门审查并提出资金使用 计划，然后由

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同主管部门共同审核确定扶持项

目。如河北省规定，在安排使用扶持农垦企业发展生

产周转金时，首先由企业上报申请支持的 项目计划和

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农垦主管部门审查，财政 部门审

批后，财政部门将周转金统一借给农垦 主管部门，并签

订借款合同，农垦主管部门再将周 转金转借给企业。

四、包干结余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一年来，各地财政和农垦主管部门加强了 对企业

包干结余资金使用的宏观指导，根据 《规定》 及有关

文件精神 和本地具体情况，规定了企业财务包干结余

资金的使用方向及 分配比例。如广东省规定，“七五”

期间企业每年必须从包 干结余资金 中 拿 出 30～50%
用于解决各项财务遗留问题，剩余部分按 “五四一”

比例建立生产发展基金、 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

储备基金。吉林省针对场办学校条件较差、经费不足

的问题，还增设了教育基金，用于发展教育 事业。其

他大多数垦区规定，包干结余资金用于解决财务遗留

问题后，按“五三二”比例建立生产发展基金、 职工

福利和奖励基金、 储备基金。同时，对各项基金实行

分户存储，专项管理，按计划使用。

在包干结余资金 的 使 用上，各 地 本着 “先提后

用” 的原则，规定企业当年实现的 包干结余资金应在

下年度安排使用。同时，允许经济效益 好、盈利比较

稳定的企业安排使用一部分当年包干结余 资金。如江

苏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允许生产 稳定、 连年盈利的

企业使用一部分当年包干结余资金，但不得高 于上年

包干结余实现数的20%。重庆市规定，包干结余资金

应“本年存下年用”，但盈利比较稳定的 企 业，在报经

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同意后，可以 提前安排一部分包

干结余资金用于经济效益好、 确有把握的生产项目。

但资金使用额度不得超过已实现利 润中应提生产发展

基金的50%。这种办法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率，促进

企业经济发展。

简讯 《广西财政年鉴》已出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组织编纂的 《 广西财政年

鉴》（1985年刊），已于1987年 1 月由广西民族出版

社出版，并由广西财政 科研所向全国内部发行。

《 广西财政年鉴》 对全自治区和 各地、市当前的

财政状况有较详细的叙述，较系统地收辑了广西解放

以来的历史资料；对广西财政各类收入、 各项支出，

分门别类地将它们的历史 变化和现实状况作了较为详

细的 反映。同时，它介绍了广西50多个重点企业的生

产，财务情况。全书21篇，约70万字，需要购买者，

可直接向广西财政科 研所购买。

（谢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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