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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实现的利润越来越

多，1989 年山西省乡镇企业实现利润 21.7 亿元，1990

年实现 22.8 亿元。但在利润分配和使用方面存在着不

少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分

配方面，出现了“两头实、中间空”的现象。两头实，就是

上交利润“实”，个人所得“实”；“中间空”就是企业留利

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不少地方乡（镇）政府和

村委会，把企业当成“小钱柜”、“摇钱树”，企业上交款大

大超过了规定的上交比例。二是不少企业承包者有短

期行为，重视分配，忽视积累，该提留的不提留，虚增效

益，扩大个人收入。三是摊派多。由于上述原因，使企业

积累缓慢，资金短缺，不少企业效益下降。

为了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纠正利润分配中

的不良行为，使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从 1987 年起，全省

对乡镇企业实行了利润分配审批制度，坚持先审批后分

配的原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搞好乡镇企业利润分配

审批工作，对于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落实分配政策，增加

企业积累，抵制乱摊乱派现象起了积极的作用。具体做

法是：

（一）、加强领导，建立机构，把利润分配审批工作列

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利润分配审批工作政策性强，

涉及面广，阻力大。要搞好审批工作，必须依靠各级政

府的重视和支持，这是搞好这项工作的关键。为此，省

政府成立了以办公厅副秘书长为组长的乡镇企业利润

分配审批联席会议办公室，吸收银行、税务、财政、工商、

审计等部门领导参加；地（市）县、乡普遍成立了以主管

乡镇企业的专员、县长、乡长为组长，农行、税务局长为

副组长的利润分配审批领导组，下设办公室为具体办事

机构，并抽调懂政策、熟习财会制度的人员组成审批队

伍，制定方案，下发文件，召开会议、部署工作，具体研究

解决审批中遇到的问题。由于组织机构健全、措施落

实，从而保证了审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组织专业培训，掌握分配政策，作好审批前的

准备工作。在建立机构，进行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各地

采取不同形式，对参加审批的人员、送审企业的厂长和

会计进行培训，学习财会制度、利润分配政策，掌握审批

程序。参加学习的人数每年都有一万人左右，通过学习

提高了政策业务水平，为搞好利润分配申报审批工作奠

定了基础。

（三）、集中时间、集体研究、认真做好核实企业利润

的工作。年终利润分配审批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主要

采取了集中人员、集中精力、集中时间进行审批的办法。

在审批中着重抓好两个方面 ， 是核实企业利润。 着重

检查销售收入有无水分，销售成本、销售税金等是否真

实；按制度政策规定的各项基金、费用是否足额提取，应

摊费用是否摊了；税金是否按规定交纳了；营业外收支

项目是否完整准确。二是审查利润的分配使用，特别是

上交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利润是否按规定比例执行

了。在审批中，要做到把五关（成本核算关、各项提留

关、利润总额关、计税利润关、税后净利润分配关）、堵四

洞（乱挤占、乱摊派、乱开支、多上交），使利润分配真实

合理。

（四）、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抓好利润分配审批

工作。各地的实践证明，财政部门严把成本费用关，农

行严把资金筹划结算、使用分配关，审计部门严把财经

纪律关，工商部门严把行政法规关，各部门分兵把关同

心协力，是做好审批工作的重要条件。在审批中还规定

了严格审批纪律，对一些消极应付，不报或虚报的企业，

或不执行审批意见的企业，要批评教育，令其限期纠正。

对不听劝阻的企业，要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手段

予以制裁，以维护审批制度的严肃性。

（五）、坚持把利润分配同完善企业承包合同、整顿

企业财务、制止和纠正“三乱”行为、考评各级主管部门

和乡村干部工作目标结合起来。

（六）、组织交叉检查、进行总结评比、巩固审批成

果。利润分配方案审批结束后，要组织力量分片交叉检

查，帮助、督促企业真正按批准方案执行，以防止审批有

始无终流于形式。整个审批工作结束后要进行总结评

比，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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