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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开征烧油特别税通过托收承付方式

进行结算的有关事项的联合通知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出联合通

知指出，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征收烧油特别税的试行规

定》和财政部《关于征收烧油特别税若干问题的补充规

定》中确定：供应烧用原油、重油的生产单位为烧油特

别税的代收代交单位。现将代收代交税款单位向交纳烧

油特别税的纳税义务人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收 取税

款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代收代交单位在委托银行办理油款的托收时，

应将烧油特别税与油款一并办理托收。

二、交纳烧油特别税的纳税义务人（包括应交纳烧

油特别税的转供单位），应当按照托收的款项及时承付，

不得拒付烧油特别税款。
三、交纳烧油特别税的纳税义务人因款项不 足发

生延期付款的，银行应按延期付款处理，并按延期付款

金额全额（包括油款和烧油特别税的税款）计付赔偿

金，随同承付的款项划给代收代交单位。
四、交纳烧油特别税的纳税义务人，在托收承付的

承付期满日银行营业终了之前尚未承付的税金，即按税

款滞纳处理。烧油特别税纳税义务人所在地税务机关应

当按照规定，按日加收滞纳税款的千分之一滞纳金。滞

纳金以“税款滞纳金、补税罚款收入”科目入库。
以上请即转知所属自七月一日起执行。

要集中统一，微观

经济上要继续搞活的方针理解得不够全面，急

忙将已全面试行的盈亏定包办法收住了。除了

保留少数企业对原办法做了一些调整 和 整顿

外，其余企业都退了下来。来了一个大的 “摇

摆”，结果给刚刚活跃起来的微观经济浇了一

盆冷水，使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再加

之轻纺工业的产品降价和原材料提价等减收因

素，1981年一季度末，全市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

下降了32.4%，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直到二季

度末仍未根本扭转，并且还有10%的财政收入

计划在手里拿着，没有落实。鉴于这种情况，从

七月份开始，由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

会精神，在原来定包办法的基础上，又做了进

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形成了利润计划包干，增

长加超收分成；定利润基数，超额部分四六分

成；行业包干，超收分 成 5—10%；自 负 盈

亏，盈余留用，亏损不补；亏损包干，减亏留

用，超亏不补；按产品定额补贴；按利润总额

比例分成等七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下半年，
经全市各有关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使盈亏

定包责任制得以认真推行，调动了企业和职工

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到年底，不仅补上了上半

年出现的利润计划缺口，财政收入比1980年有

所增长。如果加上受客观因素影响的减 收 部

分，将比上年增长17%。
由此看来，企业财务体制改革中如果发生

“摇摆”，会直接影响财政收入。因而，应当

明确，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与

继续改革企业财务体制，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

责任制，把微观经济搞活是并行不悖的。强调

计划经济为主，并不等于否定了市 场 调 节 为

辅；强调宏观经济的集中统一，也并不等于否定

微观经济要继续搞活。进行体制改革，搞活微

观经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正常现象，
是前进中有待解决的问题。搞好计划指导，树

立全局观念，正是完善企业财务体制改革的有

效措施；加强宏观控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

和职工三者关系，正是搞活微观经济的必要条

件。因此，任何时候对改革企业务财务体制都

不能发生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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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20%上交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这些上

交部分应该返回企业作为固定资产更新改造之

用。但是，实际上是上交多，返回少，而且在

时间上也没有保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

业挖革改的及时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必须

把折旧基金全部用于企业的 更新改 造。这样

作，不仅能够发挥折旧基金补偿固定资产的职

能作用，保证挖革改的顺利进行，而且有利于

保证企业行使对折旧基金的所有权和自主权。
当然，留给企业的折旧基金，也要加强管理。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要在

建设银行专户存储，一不用作流动资金，二不

搞基本建设，专门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建设银行不仅要协助企业把这笔资 金 管 好 用

好，而且要负责企业和部门间以有借有还方式

的余缺调剂。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时先花自

己的钱，不足时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贷款企业

用以后提取的折旧基金和其它自有资金归还。
这样，哪个企业的折旧基金归哪个企业所有，
避免了无偿平调。

至于企业利润提成部分中的生 产 发 展 基

金，我们认为亦应主要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

设备更新，使企业的设备、技术、工艺经常处

在一个新的水平上。
为了使挖革改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

进行，同时又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

对于各种资金渠道用于挖革改的资金要统一纳

入国家计划。对各部门、各地区的规模要实行

总额控制，分级管理，重大项目由国家审批，
一般项目在国家核定的总额之内，由各部门各

地区审批，尽量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

乱。”

由于集中的、大量的挖革改工 作刚刚 开

始，各方面的工作也还有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

程，在此期间，切不可一哄而上，要根据需要

与可能，上一批就完成一批，就投产发挥作用

一批，防止争项目、铺摊子、战线长、 “胡子

工程”多的现象重新出现。

财政论坛

改革企业财务体制不能摇摆

苏 永 胜

随着企业财务体制改革的推进，各种形式

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微观经济也逐

步搞活了。既然是改革，就不免存在着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例如，在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

三者利益关系方面，有的企业只顾自 己 这 一

头，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企业之间仍有苦乐

不均和“鞭打快牛”的现象；企业经济责任制

本身不完善，把利润做为唯一考核指标，同质

量、成本等其它经济指标脱节；等等。正因为

如此，每当国家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宏观经济

要集中统一时，有些地方对企业财务体制的改

革工作就发生了“摇摆”，或是“急刹车”，
或是来个向后“急转弯”。然而，凡是“摇摆”了

的地方，那里的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就受到影

响，利润计划难落实，财政收入下降；而一旦

走上了改革的正常轨道，被动的局面也就随之

扭转过来，并收到显著的经济效益。
以丹东市为例，从1977年开始，对企业财

务体制进行改革的尝试。经过三年 试 点，于

1980年在全市企业中普遍试行了盈亏定包的办

法。对盈利企业实行超收分成；对亏损企业分

别实行定额补贴和减亏分成。初步解决了企业

之间“吃大锅饭”的问题，比较有效地克服了

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增强了企业的内在动力。
试行结果，当年实现了增产增收，财政收入创

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实际增长14.2%，
地方净结余比上年增加一点一倍。当然，与此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对亏损企业实行

减亏分成的办法后，一些亏损企业得到的好处

大于盈利企业；有些企业的职工奖金偏高了一

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进入1981年，由于

对中央提出的在宏观经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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