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大手大脚花钱的风气改正 过来。

姚依林强调，不论中央还是地方，下半年都不要再开减收增支的口 子。中央各部门已经开的

口 子，凡未经财政部同意的，要进行清理 纠正；地方和部门超越权限，自行开的减税 口 子，中央

财政不能认帐。一定要严 肃财经纪律，防止 发生年底突击发奖金、突击发放贷款和突击花钱的现
象。 （原载1987年 7月17日《经济日报》）

企业承包要兼顾国家与企业利益

——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谈 七点意见

本刊讯 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谈到推行企业承 包经营制问题时说，企

业承 包既要兼顾国 家与企业的利益，又要充分发挥企业的经济效益。他 就这个问题谈 了 七点意见：

——企业对国家的承包范围是上缴的所得税和调节税。亏损企业可以 搞减亏承包。产品 税、

增值税、营业税不列入承包范围。
——盈利的大中型工 业企业可以 搞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亏损企业也应积极创造条件，逐

步实行定额补贴、减亏分成等承包办法。不能包肥不 包瘦，包盈不 包亏，但允许有个过程，逐步

做到。

——确定企业承 包基数要科学合理，一般应在1986年实际上缴所得税、调节税的基础上，根

据 企业的具体情况，加上一定的增长比 例作为基数，不能过高或过低。
——对企业超过承 包任 务而上缴的所得税、调节税，要分别确定不同的分成比 例，使企业超

得越 多，留得越多，没有完成承 包任 务的企业要用企业的自有资金补齐。
——要实行收 支两 条线的管理 办 法。企业承 包后，仍应按照税 法的规 定，照章缴 纳各种税收，

对企业超额 完成承 包任 务而应得的好处，由财政部门按承 包合同的规定同 企业清算，拨给 企业。
——实行承 包经营责任 制，要坚持自费改革的原则，但对于财政收 入留成比 例很低，完全自

费改革确有困难的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央 财 政 要 给 予适当补助。具体的补助 办法和数

额，财政部将根据这些地 区不同情况，分别商定。
——企业承 包后，都要尽快 完 善 内 部 的经济责任 制，把承 包的各项指标逐项 分解落实到车

间、班组和个人。否则，企业的承 包很难收到实效。
迟海滨说，在实行企业经营承 包责任 制的过程中，还必 须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要有效 地制

止企业乱 涨价。企业承 包后，经国家批 准或按物价管理权限提价增加的收 入，要单独计算，扣除

缴 纳的产品 税、增值税、营业税和增加的成本之后的净收 入，要依法缴 纳所得税；擅自提价或变

相提价所得的收 入要 全部没收，上缴财政，并按 规 定 处 以 罚款。第二，要严格防止 消费基金失

控。企业承 包后增加的留利，实行工资同经济效益挂钩的要全部用于生产；不 实行挂钩的单位，
要保证 大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和技术改造，小部分用 于福利和奖励。第三，各地 区、各部门不得向

企业摊 派或集资，不得把 企业超额 完成承 包任 务得到的好处挖走。否则，就会打乱 实行承 包经营

责任 制后的利益分配，妨碍承 包经营责 任 制 的 推行。企业对各种名 义和集资的摊 派有权进行抵
制，否则达不到进一步搞活 企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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