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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化县小型国营企业

改征所得税自负盈亏的调查

牛立成  涂治中

湖北省光化县县属15个小型国 营 工 业企

业，从1979年 1 月 1 日起，由上交利润改为试

行按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 得税、自 负盈

亏。按规定，企业实现的利润征收所得税以后，

其余部分全 部 留 给 企业。国家和企业总的分

配比例是：国家征六，企业留四。改征所得税

后，国家不再给企业拨款，也不增拨 流 动资

金，各项贷款本息的归还，都在企业留利中支

付，亏损由企业自负。试点两年多来，这15户

国营企业，狠挖潜力，加强管理，改善经营，

取得了良好 的 经 济效果。1979年同1978年比

较，工业总产 值增长28.78%；企业利润 增

长1.98倍；入 库所 得税，比1978年入库利润

增长1.09倍。1980年工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

12.79 % ；入库所得税比1979年增长4.8%。实

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个人多得。企业

的面貌、职工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实践说明这项改革符合县办企业底子薄、设备

差、劳效低，担负着为广大农村生产、人民生

活服务的特点，有利于调动企业、技术人员和

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县办国营

企业生产的发展。它的经济效果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企业努力搞好生产经营，增产增

收。县办国营企业是独立核算单位，必须具有

一定的财权，才能搞好生产经营。过去统收统

支的办法，企业用钱，层层报批。征收所得税

后，企业把权力和责任结合起来了。对花钱的

事慎重多了，务求将有限的资金花到点子上，
充分发挥经济效益。

1979年光化县15户企业，征收所得税后留

给企业的利润中，用于发展生产的 资 金 23万

元，一共搞了120项技术革新，使生产效 率 大

大提高。如光化县电机厂1979年征收 所 得 税

后，得了13万元留成利润，根据生产需要，拿

出了10万元添置了七台关键设备，还搞了小改

小革22项，使生产成倍增长，1980年在客观条

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实现盈利19万元。
征收所得税，给了企业一定的财权，同时

也加重了企业的经济责任。促使企业不仅在正

常情况下努力生产，增产增收，而且在不利的

情况下，也能促使企业千方百计增加收入。县

动力头厂，是一个专业生产组合机床的企业，
过去，生产经营是 “四靠”。即用钱靠国家，生

产靠计划，材料靠分配，销售靠收购。1980年

国家基建计划压缩后，“四靠”变成 “两无”，
即生产无计划，销售无合同。企业感到征收所

得税后，盈亏自负的压力太大。外部压力，变

成内部动力，促使企业要在调整中求发展。企

业领导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千方百

计改善经营，建立七人专班，组成经营股，外

出调查预测行情。由厂长带队，先后组织了25

个小组，75人次，走访调查15个省市133个企

业，掌握了轻、纺工业的市场行情，面向轻、

纺工业，调整了生产。1980年共签订供销合同

177万元，新产品占总销售额的42%。由于 产

品质量过硬，被吸收为全国组合机床公司的成

员厂之一，成为这个公司唯一的县级小厂。
二、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

果。征收所得税的办法，使企业的经营效果直

接与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促使企

业加强了经济核算。改征所得税以后，企业留

多少利，胸中有本帐，有利于企业有计划地组

织生产经营活动。所有试点企业都建立和健全

了定额管理和岗位责任制，不少企 业 开 始 搞

厂、车间两级核算。一些厂长形象地把改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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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为征收所得税比做“牵住了实行经济核算

的牛鼻子”。
县栲胶厂的领导人说，过去统收统支，厂

里没有多少经济责任，反正是“计划有人定，
产品有人分，吃的大锅饭，盈亏靠财政”。1972年
至1977年连续六年发生亏损，全靠财政弥补过

日子。1978年有点好转，也只盈利7.6万元。改
征所得税，盈亏靠自己。1979年针对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把产量、质量、消耗、费用指标分

解到车间，生产很快就出现新气象，日产栲胶

达到248.7吨，比原 来最 高 日 产水 平提高

15.66% ；单位成本1979年四季度比一至三季

度下降11.7%，1980年又比1979年下降1.67%；
一级品达到96.29%，最高达到100%。创造了

全国同行业的最好水平，获得林业部颁发的优

质品奖。1979年实现利润385，100元，比1978

年增加311，269元，增长4.12倍。1980年更上

一层楼，实现利润729，958元，比1979年增长

89.55%，上交所得税465，471元，比1979年增

长107.55%，企业留利274，482元，比 1979年

增长61.16%。
县化肥厂1979年盈利24，360元，看到了利

改税的好处。1980年从元月份开始，从抓工艺

管理入手，狠抓企业的经营管理，订立了工艺

管理制度42条，开展质量月活动，每月都抓一

项新套套。厂、车间实行两级核算，对修配车

间实行对外定额收入每月6千元；对汽车队实

行单独核算，每月收入定额 8千元。由于加强

了管理，加强了核算，1980年每吨碳酸铵生产
成本比1979年下降6.4%，合成氨每吨耗煤 量

比1979年下降11，66%。全年实现利润28万元，
比1979年增加263，890元，相当于 1979年 利润

的11.83倍。
农机厂会计负责人说：“征收所得税，是

外有压力，内有动力，逼着我们学会做生意”。
农机厂是个支农企业，统购统销时期，看产值

惊人，看利润愁人。1979 销售合同一下子由

100多份退得只有 5份。1980年一份都没有，
原来的靠山没有了，日子不好过。指望没有

了，只有靠自己。他们专门成立了经营股，
1979年以来，经营范围扩大了，成本核算抓起

来了，厂长召开生产会议讲起成本来了，财会

工作得到重 视了。1979 年 经营 结果，盈 利

23，953元，1980年不仅有饭吃，还盈 利 8，417
元，是襄阳地区农机行业唯一的盈利户。

三、促使企业及时、足额地上交国家财政

收入。企业由上交利润改征所得税的一个显著

作用是，充分发挥了税收的强制性作用。光化

县征收所得税，自负盈亏后，原县革委会专门

下达了所得税必须依法纳税，依率计征，及

时、足额交纳税款的规定。汽修厂 负责人

说：“税收有法，违反税法要照章论处。”企

业财务人员在资金运用上，习惯于按“税、贷、
货、利”的次序安排使用资金。改 征 所得 税

后，也就很自然地把这一部分税款同工商税一

样放在了第一位。这样一来，企业交纳所得税

就比过去上交利润及时多了。根据光化县的统

计资料，往年上交利润，年年有拖欠，1978年

实现利润85万元，实际入库59万元，占实现利

润69.76%；改征所得税后，入库情况大不一

样，1979年应交所得税124万元，1980年 应交

所得税138万元，连续两年实现年税年清。
光化县对县办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是实

行按月预交，半年结算，年终汇算清交，多退

少补的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税收的

均衡性。往年，企业上交利润，平时“银行不

管，企业不急”，入库进度集中 在 六 月份。如

1978年，以全年利润入库数为100%，截 至 五

月底止实际入库数只占9.29%，六月份为了保

证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集中力量突 击 抓收

入，六月底入库数增加到49.71%。改征 所得

税后，实行按月预交，上月实现利润应交的所

得税，规定在次月十五日以前交清。许多企业

都能严格执行纳税限期，想方设法合理安排资

金，保证按期入库。今年初在汇算去年所得税

时，全县国营企业所得税结算差额只有 100 多

元。这说明不仅收入及时，而且在入库进度上

也均衡得多了。
征收所得税后，企业有了财权。化、挤、

冲、摊的事也少多了，而且过去上交利润时挤

一元是一元，现在一元中有一半是归自己的，
还落一个不遵守财经纪律的名声，划不来。同

时，财税部门腰杆也硬了，敢于对企业进行监

督了，在检查中发现企业有不符合财务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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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按时调整了帐目。只有把化、挤、冲、摊

的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把应该收 的 足 额 收

齐，使国家财政收入建立在更加可 靠 的 基 础

上。
四、初步改善了职工的生活福利。1979年

实行征收所得税后，不论是大厂还是小厂，都

留有一部分利润，企业根据留利多少，按生产、

生活方面的轻重缓急，合理地安排使用这部分

有限资金。两年来，有11个企业新建了职工宿

舍，总面积达13，000平方米，解决了300多 户

职工的住房问题。不仅使搬进新居的职工感到

满意，尚未分得住房的职工也感到有了盼头。
还有不少厂子，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职工

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阿姨、老师的教导下，
唱歌、跳舞，心里感到乐滋滋的。

光化县国营企业实行征收所得税、自负盈

亏试点，已经两年多了。对它的作用如何评价

呢？光化县人民政府的一位领导同志说得好，
任何一种制度、体制或办法，检验其正 确 与

否，唯一的标准是看它是保护和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还是限制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实

践证明，小型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为经济体

制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改变了过去 “吃的

大锅饭，捧的铁饭碗，盈亏找财政，好坏都无

关”的被动局面，从而出现了 “生产完成好，
产品质量高，大家来管理，三者兼顾到”的新

局面。当然，光化县小型国营企业实行征收所

得税、自负盈亏办法，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这在试点阶段是不足为怪的，同其他经济体

制暂时发生一些矛盾，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只

要我们能认真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就一定能

够促使这项改革尽快地完善起来，健康发展，

使它更好地为国民经济调整服务，为实现四个

现代化服务。

税收征管

对个体工商户的征管要深入 细致

陈孟然  吴运仁

合肥市西市地区共有八十多家个体工商户。去年元

月至六月征收税款2，100余元，平均每月每户 交 税4.40
元，今年元月至六月征收税款5，300多元，平均每 月 每

户交税11.0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税负上升1.5
倍。其中主要行业饮食业，去年元至六月平均每 户 每

月交税不到8元，今年元至六月平均每户每月交税超过

18元。平均税负居于全合肥市饮食业 首 位（东市12.00
元，中市11.00元，郊区8.50元）。

西市在合肥市位居较偏僻地区，但西市税务分局征

收个体工商户的平均税负却居全市第一位，主要是他们

在征管中加强了调查研究，掌握了个体户的营业情况。
基本做到按实际营业额征税。当前，我们有的税干说：

个体户无帐无证，无法查实他们的营业额，对他们只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征多少就征多少。我们认为，西

市税务分局的做法，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下面介绍

他们的具体做法：

一、以料推产，核算营业额。这种方法效果较好，
也比较简便。如有一炸油条户，过去按400元营业额征

税，他叫喊“税重了”。后经税务局三次深入调查，多

次访问了当地群众，查实他每天用25至30斤 面 粉炸 油

条，平均每天以28斤面粉推算，全月

营业额 550 元以上。后经协商，暂按

500元营业额征税，营业额比过去提

高23.8%，他不仅不叫“税重了”，
还说：“按500元营业额征税，是税务

局对我的照顾。”

二、不定期到营业摊点，记录销售数量。如 一户做

油煎包子，原自报营业额每天10元，但实际 每 天 营业

额在15元至16元左右。税务局找他谈话，要他补 报营

业额，他却强调营业“清淡”，说一天连12元营 业额也

做不到，不愿接受。今年五月，专管员连续几次到营业

摊点查看，这户每天都做22锅至25锅油煎 包 子，以最低

数22锅计算，每月营业额462元，最后核定每月400元，
营业额比原来提高了33%，他也不叫营业“清淡”了。

三、突击抽查当天营业收入现金。据西市同 志介

绍，采用这种方法，需检查三次以上才能作为征税的依

据。如有一卖卤菜户，原按500元营业额征税，经过多

次查点营业现金，一般都在20至25元，最后每 月 按600

营业额征税，表示没有意见。
四、夜晚检查流动摊点。有些个体户，肩挑小担卖

馄饨、元宵和绿豆圆子，他们的营业时间大 部 份在夜

晚。针对这些户营业的特点，分局同志打破按八小时上

班的常规，经常在夜晚到闹市进行检查。检查后发现，
营业情况一般较自报的多。

此外，西市税务分局还经常召开个体户会议，向他

们进行纳税守法教育，加强征收管理，收到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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