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将属于消费者负担的税收作为企业的效益，既从理

论上讲不通，又不符合实际情况。以增加税收作为计算

工资增长的基础而增加的工资，不是真正代表企业自

身努力所增加的工资，原则上应该取消，否则弱化了企

业的经营责任和压力。

二、加强工资调控管理的看法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工资管理办法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现代企业制

度相矛盾。要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从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入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

企业工资调控管理。其基本思路是：用税收杠杆约束企

业工资分配行为；由（多元）产权所有者规定企业工资

支出的总来源数额；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产

权主体身份对企业工资提出管理要求；劳动管理部门

规定企业支付给职工的最低工资法定限额，并进行经

常性跟踪检查监督。

1.政府实施对全社会工资性收入的宏观调控管

理。第一，对企业或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进行预

测，并反馈有关信息，以指导各相关管理部门以及企业

把握企业工资开支总额，搞好工资开支的来源管理。第

二，分别不同类型企业确定其管理模式。对全资型企业

可以由劳动、财政部门共同实行工资总额总量来源调

控，不再对企业的具体工资项目进行分解限定；对多元

产权结构的股份制企业，如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等，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其他产权所有者共同拟定

企业工资控制总方案以及企业经营者的工资水平，企

业经营者再根据总方案确定其他职工的具体工资分

配。

2.要注意社会各行业职工收入的发展趋势，研究

约束办法，充分运用税收杠杆进行调控。第一，严肃个

人收入所得税征收管理。与此相配套，建立和完善企业

代扣个人所得税制度。第二，规范财务核算，杜绝隐性

收入逃税、漏税。

3.改变工资总额统计管理办法。企业的工资总额，

应改按财务帐上“应付工资”的贷方发生数统计。因为

贷方数反映来源，借方反映实际发放数。如果“应付工

资”年终有结余数，企业可以转到来年以丰补歉。对这

个结余数的处理，应该属于企业的自有分配调剂权利，

不能作为外部管理部门的权利。所以有必要对控制工

资总额的统计口径进行改革，以求与财务帐上的核算

口径相吻合。

4.由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一段过渡时期，这

段时期内原有的做法仍应保留，但需加以改进。对于工

效挂钩实行总挂总提的，应废除只与生产量挂钩和与

上交税利挂钩的方法，将其改为与以利润为主体，结合

环保、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考核指标相挂钩的方法。

5.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

师的公正监督作用，促使企业严格执行《两则》、《两

制》。特别是要督促企业认真执行稳健原则，禁止企业

为了达到超分配工资的目的，利用会计核算技术大搞

潜亏虚增利润。与此同时，要严格禁止各地方、各部门

开收入提成、节约提奖、推销提奖等不列入工资总额的

做法，堵截工资性开支的体外循环，确保工资调控管理

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意见与建议

“利税”这种提法不合适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时常在报纸、

电视上看到一些承包企业在年终总结或制订下年度计

划时，总是讲全年产值多少万元、实现利税多少万元。

在当前形势下“利税”这种提法显然已经不合适。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依据其社会职

能，按照法律规定，参与国民收入中剩余产品分配的一

种规范形式。它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

和监督社会的基本职能，是一种法律行为。

利润是企业将一定期间的各种收入与各项费用支

出相抵后形成的企业净资产增加额，是企业收入经过

配比和调整补充后的最终结果。它包括营业利润、投资

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实现利税是国家财政收入

的源泉、也体现了国有资产的增值。但是作为企业，对

经济效益的关注应集中在税后利润上，税后利润的高

低，才能真正体现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也是国有资产

能不能增值保值的重要体现。例如某企业年终总结讲

全年产值 1 000 万元，实现利税 100 万元，听起来这个

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错，但只要将该企业的财务损益报

表打开一看，便会发现这个企业原本是亏损单位，是什

么原因呢？原来这个企业仅上交税金就 110 万元，而利

润则是赤字 10 万元，因抵销税收 10 万元，才实现利税

100 万元。所以使用利税则掩盖了企业虚盈实亏的真实

情况，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

江苏石 油勘探局  申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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