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外经工作与外贸工作

对外经济工作简称外经工作，就是我国 与外国、

国外地区所进行的经济往 来工作。外经 工作，涉及到

对外关 系，政策性强，它首先要维 护国家主权，要求

在统一计划、统一政策和联合对 外的前提下，发挥地

方、部门和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活动 的积 极性，同时反

对任何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外经工作的范畴

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对外 贸易：三

是对外经济援助；四 是对 外投资；五是买卖性质或是

用贸易方式进行的经济技 术交 流。

对外贸易是外经工作的一个方面。指 的是一国或

一个地 区与他国或另一个地区之间 的 商品 买 卖活动，

即国际间的商品 交换。对外贸易是由进口 和 出口 两个

部分组成，故也称进出口 贸易。我国的对外贸 易是在

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与 世界各国发展

正常贸易关系，以 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和满足 人民日益

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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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企业

涨价收入的合理分配

马晓华  吴 群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

涨过快，我国国有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一种额

外的涨价收入。这种涨价收入有的是国家：价格政策调

整所形成的，有的是靠乱涨价得来的。在治理整顿深

入发展的今天，对国有企业涨价收入已经到了非进行

综合治理不可的时候了。

一

首先，必须对企业涨价收入的不合理性以及它对

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近年来，国家

大面积推广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根本目的，是

想促使企业转变经 营机制（即 逐 步 成为具有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约束能力的商品生产者），

依靠企业真正提高经济效益来实现国家多收、企业多

留、个人多得这一新的分配格局。然而，伴随着这两

年来推行承包制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却与其初衷有较

大出入。很多实行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并没有把主要

精力放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实行科学管理、提高经

济效益上，而是乘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之机把着

眼点放到捞个“低基数”和提高 “价格效益”上面去

了。这可以从近年来我国国营商业企业一方面销售收

入、实现利润大幅度递增，但另一方面每百元销售收

入上交利税率和毛利率大 幅度降 低的反差中得到佐

证。1988年全国国营 商业企业商品纯销售额2 444.94
亿元，比1987年增加699.49亿元，增长40.1%；全国

国营商业盈利企业实现利 润达118.8亿元，比1987年增

加36亿元，增长43.5%。但以所得税和调节税形式上

交国家财政的收入为44.83亿元，仅比1987年增加9.5
亿元，增长26.9%.上交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低

于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幅度。企业多收，国 家财政不

能相应多得。据统计，1986年以来，我国国营商业企

业每百元销售收入上交财政利税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1986年为3.06元，1987年下降到2.62元，到1988年已

下降到2.48元。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多收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由于真正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主要是靠涨价得

来的。以每百元商品纯销售毛利率为例，商业企业经

济效益呈下降趋势。1986年，国营商业企 业每百元商

品纯销售毛利率为14.83% ，1987年下降到13.74% ，

到1988年又下降到12.9% ，几乎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

分点。可见，额外的数额可观的涨价收入的获得，从

指标完成情况较好的表面上看，支撑住了近年来承包

制的逐步推行与发展，但从它掩盖的经济效益下降这

一实质内容来讲，它必将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整

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

当然，在充分揭示企业涨价收入 的不合理性和危

害性之后，我们也应当看到，只要在国家政策和法规

法纪许可的范围内，企业并不是完全不可以获得一部

分涨价收入，如果在国家调整价格政策中企业能获取

一部分涨价收入，应当说这是合理的，且对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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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里必须要有一个

约束条件，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国国有企业的主要

精力应放到狠抓科学管理和技术革新、提高经济效益

方面。没有这一大前提.国营企业涨 价收入的性质问

题就应另当别论了

二

产生国有企业涨价机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

下几条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

一是整个经济 发展过热，存在较明显的通货膨

胀，这是产生企业涨价机制的温床。
二是在原材料、能源、资金紧缺，而计划供应缺

口又日趋增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又不处在同一起跑线

上的现实情况下，企业客观上有着必须通过涨价收入

来达到“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欲望和动机。

三是价格“双轨制”的存在，极易造成企业千方

百计少完成计划任务内 的 一 块，多完成计 划外的一

块.从而为企业获取更多的额外收入。

四是国家宏观调控与监督不力，特别是在价格管

理与监督方面缺乏强有力的和有效的制约手段和管理

队伍。

五是与现行承包制本身不完善有关。现行一轮承

包制存在两个明显不足，其一，由于采用“基数法”

确定企业上交财政承包指标，极易产生争基数的扯皮

现象，往往是靠国家的让步而告终；其二，由于既包

利又包所得税（有的甚至还承包了流转税）的做法，

既使承包制本身走了样，也僵化了所得税的弹性调节

作用。低基数和包死所得税两方面加在一起，企业就

可以用涨价的办法实现企业多收多留的目的，而国家

除了得到包死的一块收入外，难以水涨船高地随企业

多收而相应多拿回一部分。

三

如何解决企业涨价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的问 题，理

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此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基

本思路应从完善和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着手，扎扎实

实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方能实现企业涨价收入的

合理分配。

（一）实行税利分流、税后承包办法，恢复所得

税的弹性调节功能。所得税利分 流、税后承包，是指

通过降低现行所得税率（如可由现行所得税率55%降

为35%左右）的办法，使企业实现的利润通过两种形

式分配，一是直接以所得税的形式上交所得税，二是

对所得税后利润再通过不同的承包形式在国 家与企业

之间进行分配。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三条，第一，恢

复了所得税的杠杆作用，保证国家财政可以 水涨船高

地从企业涨价收入中按固定比例拿回一部分。第二.
它是现行承包制完善和发展的基本方向。现在大家都

认为现行承包制必须完善，但如何完善却各有侧重，

莫衷一是。比较起来，税利分流、税后承包办法是解决

过去简单地将农村承包引入工业承包所产生诸弊端的

较好办法。第三，能够较好地适应国家具有双重身份

和双重职能的客观现实.有利于实现两权分离和国有

资产管理。同时，所 得 税后 利润实行多种形式的承

包，也有 利 于 企 业选择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经营方

式，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

（二）对新增利润实行分档分成包干办法。按当

前年资金利润率水平匡算，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年

增长率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20%，这是由我国企业

现有经济发展能力、技术装备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等客

观现实所决定了的。如果年终考核企业实现利润增长

率时，企业实现利润年增长率超过20% ，那么，超过

20% 以上的部分，不是涨价收入也是其它类型的超额

利润。对这部分超额利润的分配，无论是从理论上说

还是从现实来看，国家财政都必须得大头。因此.可

对承包企业新增利润实行分档分成包干办法，对不超

过20%的.国家可少拿回一部分，但对超过20%的.
国家必须得大头。这一办法目前已在少数省份试行。

实践证明，推行分档分成办法，也是解决企业涨价收

入不合理分配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

（三）推行保值承包办法，将上交财政收入与企

业产品涨价幅度挂起钩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货币

量同它实际具有的购买力之间建立正相关关系。从一

个企业来说，所谓保值承包，是指如果企业利润增长

主要建立在涨价基础之上，那么，承包期末确定承包

企业上交财政收入指标时，就必须用合同上规定的上

交数乘上企业本期产品涨价幅度，求出企业涨价情况

下的上交财政收入额。如果是包死基数的企业，那么

上交额的确定就计算到此；如果是递增包干的企业，

那么还必须用调整后的上交额再加上递增 包干一块，

从而确定承包期内企业实际应上交财政的利润额。在

保值承包中，如果企业承包期内产品 涨价幅度很小，

企业利润增长主要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之上，就

用不着作上述调整，按 承 包 合 同数计算上交就可以

了。推行保值承包办法，对于调动企业眼睛向内、挖

掘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对于遏制企业

乱涨价的势头，从而对于治理通货膨 胀都有着很重要

的现实意义。退一 步 来 讲，即使企业取得了涨价收

入，由于上交财政收入保了值，国家财政就可以保证

从企业涨价收入中拿出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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