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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财政收 入 占国 民收

入的比 重 逐 步 提高到28—

30% ，是集中财力、物力保证

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近几

年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1978

年为37.2%，1982年下降为

24.5%（注）影响财政收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工业企业上

交国家的税利占 净产 值的

比重逐年 下降 了， 1978 年

为59.2 %， 1982 年 下 降 为

50.696。因此，要提高财政

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必

须提高工业净产值中国家所

得的比重。在我国目前的条

件下，要把财政收入占国民

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到28—

30%，工业企业上交国家的

税利占净产值的比重大体上

要由目前的50% 逐步提高到

55%以上。现在摆在我们面

前的课题是，既要适当集中

财力，又要加快经济体制改

革的步伐，忽略了哪一个方

面，都会造成处置失当。没

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

济效益难以显著提高，财政

经济状况难以根本好转，一

时好转了，以后还有可能重

新出现严重的比 例失 调；

但是，如果改革的措施引起

财力的进一步分散，使国家

失去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各

方面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就会

在彼此冲突中抵消，宏观经

济效益仍然难以 提高，改

革、调整都不会取得预期的

效果。因此，在处理净产值

分配关系时，既要适应改革

的需要，又要保证集中财力

的基本要求，现就提高工业

净产值中国家所得比重的问

题，谈儿点意见。

要降低工业净产值中企业所得的比重

我们认为，提高工业净 产值中国家所得的比重，

首先应当考虑从降低工业净产值中企业所得的比重着

手：

第一，限制企业技措和生产性基建贷款的 增长。
这几年国营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 用于归还各种专项

借款的资金越来越多，有的还本付息的金额超过了工

业净产值增长速度，结果挤了财政收入， 国家所得的

比重下降。工业企业用利 润 偿 还专 项贷款1978年还

只有10多亿元，到1981年已接近20亿元， 1982年多达

30亿元，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净产 值 增 长的速

度。1982年底 银行 发放的各种基建、技措贷款余额

已近300亿元，按照平均五年偿还期限计算，今后几年

内，每年要用利润还贷60亿元。据有关部门的估计.
1984年年底，各种基建、技措贷款余额将达500亿元，

每年用于归还贷款的利润，将近100亿元，而工业企业

每年新增加的利润很难达到这么多。这是工业净产值

分配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我

们认为，今后起码应该做到贷款的60% 由税前利润偿

还.40%由税后企业留利偿还。这样做，不仅可以提

高工业净产值中国家所得的比重，而且还可以限制各

种专项贷款的过度增长。
第二.清理兴建职工宿舍的各种资金 渠道。目前

企业在兴建职工宿舍中，乱拉资金的情况比较严重，

除了动用生产发展基金盖宿舍外，企业借用银行贷款

盖宿舍，然后用利润还贷的情况也很普遍；有的企业

还动用大修理基金盖宿舍，把大修项目改成检修项目

挤成本；更为严重的是，有的企业动用流动资金兴建

职工宿舍，流动资金不足，就占用应 上 缴的利润；

有的企业在向国家申请新建、扩建厂房时，把标准定

得很高，然后用“结余”的建筑材料来盖宿舍等等。

这些做法，是变相地用财政拨款盖宿舍，同样也降低

了净产值分配中国家所得的比重。因此，需要尽快清

理一下目前兴建职工宿舍的各种资金渠道，不合理的

要进行整顿，并可考虑建立职工宿舍建设基金， 与企

业经营成果的好坏挂起钩来，受国家计划的制约，由

建设银行监督使用。

第三，整顿在预算外分配企业净产值的各种不合

理的做法。这几年，企业通过营业外支出分配的净产

值金额越来越大，主要是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

注：财政收入只包括国内部分，1982年剔除了国库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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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调整中停工损失、积压物资削价和加工改制费、
调整调拨价格损失较多。国务院1983年年 初已经发文

禁止向企业任意摊派，但是至今摊派之风还没有完全

刹住。各种名目的摊派，不是挤进生产 成本，就是在

营业外损失列支， 最后还是降 低了国家所得在净产值

中的比重。对这部分在预算外分配的净产值，有必要

进行清理， 该取消的坚决取消，该纳入预算管理的，

要在预算中列支，允许放在预算外管理的， 要纳入预

算外资金管理系统.对其提取和使用都 要进行监督。
第四，改变企业生产发展基金在资金来源上半独

立、半依靠的状况。目前国营工业企业从利 润留成中

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从全国 来看， 大体上占实现利

润的 3 %左右。建立这项基金的目的，是把企业获得

改善生产条件的机动财力的多少和企业经营成果挂起

钩来， 增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 动 力和活力。但是，

目前企业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大部分没有用于发展

生产，而是用于补充奖励基金、福利基金的不足，用

于兴建职工宿舍， 在研制新产品和进行重大技术改造

项目时，生产发展基金不足，再向国家要钱。在生产

发展基金的来源上，这种半独立、半依靠，实际上还

是依靠国家的状况，并没有对企业形成真正的压力。
因此， 不如分别情况，或者不给企业留生 产 发 展基

金，完全由财政拨款解决；或者给企业留足进行内涵

式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技术改造资金，使企业真正做

到资金独立，自求发 展，国家不再给予拨款。前者可

以压缩工业净产值中企业所得的比重，后者虽然在形

式上还有可能提高企业所得的比重，但是只要政策对

头，国家从这些企业得到的净收入可能会增加，国家

的实际负担可能减轻。

要压缩工业净产值中个人不合理所得的比重

我们认为，降低个人所得占工 业净产值的比重，

只能是通过压缩个人不合理所得的办法来实现。在这

方面，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途径着手：

第一，严格控制职工劳保福利费的 上 升幅度。

1978年至1982年，全民 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劳保福利

费用总额，四年翻了一番，年平均递 增21.3%，大大

超出同期净产值年平均递增5.5%的速度。劳保福利费

占工资的比重，也由16%上升到24%。

劳保福利费不是按照生产者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分

配的，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 水平上， 按照实际

需要和可能提供给生产者及其家属的。因此， 在生产

力发展水平不高，可以分配给个人的 消费品有限的情

况下，劳保福利的发展一般不宜过快。否则，可以用

来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按劳分配的消费品的数量就会相

对减少，不符合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分配原则。

近年来在一些企业中福利主义有所抬头，表现为

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追求福利水平，脱离发展生

产来提高福利待遇，甚至违犯财政纪律，挖国家财政

收入来增加职工福利。比如，许多已经修建了 职工浴

室的企业，仍旧给职工发洗澡费，而且金额越来越多：
有的企业逢年过节要给职工发“节日伙食补贴”.春

天来了还要组织春游.不去春游的职工，呆在家里还

发给“春游费”；有的企业给职工订做高级毛料的厂

服；一些企业福利基金入不敷出，就挪用生产发展基

金.这几年企业给职工滥发福利产品的 情 况相当普

遍，一般只象征性地收一点钱，所用的原材料等都挤

入产品成本；有的企业为了摆脱银行监督，给职工发

购货券，到特定商店购买特殊商品；有的企业甚至还

通过银行转帐购入实物，再零售出去，换回现金发给

职工等等。这类个人所得，过去也没有统计在个人所

得的比重之内。
福利主义象一种传染病，流行很快，对我们的肌

体毒害不浅，需要引起重视。
今后应该按照利改税后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福

利基金大部分还按工资额的 一定比例提取，进入成

本，一小部分与利润挂钩。这样工业净产 值中的劳保

福利费用所占比重可望受到控制，加上整顿劳保福利

的项目和标准，严格财政纪律等有力措施，这一比重

有可能降下来。
第二，切实控制工资总额，使工资的增长速度低

于净产值的增长速度。1978年至1982年，全民所有制

工业企业的工资总额年平均递增9.89%，高于净产值年

平均递增5.5%的速度，致使工资总额占净产值的比重

由18.5% 上升到21.7%。
前几年工资增长额中，由于增加职工人数，增加

奖金，增加副食补贴、各种津贴和加班费等而增长的部

分约占85%以上。这部分增长的工资，实际上很少是

按照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加上

这几年职工基本工资的调整，和企业经营成果的好坏

基本上没有联系，和职工个人的劳动成果也不相关，

因此，这几年只见工资水平的增长，不见生产效率的相

应提高，致使工资总额占净产值的比重过高了一些。
解决工业净产值中工资总额比重过高的问题，不

仅要停止招收超出生产需要的职工，逐步清退超编人

员，严格查禁各种形式的滥发奖金和不合理津贴，更

为重要的是，要改革现行工资、奖金制度，实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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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增长与生产发展互相促进，良性循环。职工基

本工资制度的改革应该争取做到，既可以引导职工把

调整工资级别的迫切愿望变 成努力增加生产、改进企

业经营管理的动力， 又可以自动控制工资的增长略低

于净产值的增长速度，并和消费品的供应 之间保持平

衡。
提高工业净产值中国家 所得的比重，是个工业净

产值的分配问题，涉及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地

研究和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使国家掌握的 财力能够

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加.对于早日实现财政经济状况

的根本好转是有利的。

财 政 短 讯

△闽北山区的建瓯县税务局，重视新开征的车船

使用税，采取“边宣传、边申报、边入库、边检查”

的办法，一个月就征收车船使用税44，000多元。
（邹世明）

△新疆石河子市税务局，严肃处理市印刷二厂违

反国家发货票管理制度，私自印制发售发货票案件，

除没收库存的2，710本，收回已发售的3，926本发货票

外，还责令市印刷二厂和购进发货票的单位写出书面

检查，通报全市。  （方章荣）

△云南省思茅县税务局与有关部门联系，建立了

由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营业部组成的护税

网，对外地或本地个体工商户在思茅进行经营活动，

凡通过银行结算的，银行都督促其先到税务机关交纳

税款后，才准予提款，堵塞了税收上的漏洞。去年，

“三行”护税网共协助收税12万元。  （罗 浩）

△四川省巴中县城守公社七大队铁器专业户马兴

五，致富不忘国家，主动交纳税款。去年，马兴五父

子三人、徒工二人，经营铁器生产、加工服务、汽车

运输等，收入50，000多元，经税务机关核实应交工商

税，所得税2，620元，按时足 额入库。  （李民智）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小坝公社中沟大队社

员刘万才，经营修焊业欠税不交，撕毁税票，还辱骂

税务干部，被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0天、追回欠税

49元的处分。  （任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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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最近，财

政部税务总局负责人就

农民个人纳税问题回 答

了人民日报 记 者 的 提

问：

问：对农民为什么

要征税？

答：税收是组织国

家财政收 入的主要手

段，也是执行国家经济

政策的重要杠杆。农民

凡是生产销售按规定应

该征税的产品、买卖牲

畜、屠宰牲畜等，都应

该依法向国家纳税。通

过征税，一方面可以把

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有计划地用于国 家 建

设；另一方面可以调节

收入，平衡城乡之间的

税收负担，保 护 合 法

经营，正确处理国家、
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依照法律 纳 税的 义

务。”多年来，广大农

民群众识 大 体，顾 大

局，按照税法规定自觉

履行纳税义务，为国家

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问：对农民个人都

征收哪些税？
答：我国来自农村

的税收主要是社队企业

交纳的工商税和工商所

得税，直接向农民个人

征收的部分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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