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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企 业 摊 派 的 做 法 可 以 休 矣

王永庆

摊派是指某些单位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向企业

无偿索要款项或实 物，并美 其 名曰 “赞助”或“捐

献”。1983年以来，中央多次明令禁止各单位向企业

和个人搞摊派，并规定企业和个人有权拒绝支付摊派

款。但是，笔者在参加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中发现，摊派之风至今不但未能刹住，而且有的地方

摊派数额之大，范围之广，名目之繁，花样之新，都

令人瞠目。许多摊派者都是掌握企业要害的单位，企

业不敢得罪，只得忍痛应允。而目前许多企业的税后

留利又有限，难以应付摊派款，就挤入成本或列作营

业外支出，“明知故犯”财经纪律，给国家、企业和

个人都造成很大危害。
向企业摊派会增加企业负担，不利于经济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企业，不断提高

经济效益。但庞大的摊派款增加了企业负担，直接抵

减了企业收益，削弱了企业的财力。这就必然会影响

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不但不利于搞活企

业，甚至还会影响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能力。向企

业摊派还腐蚀了我们的干部、职工队伍。企业将摊派

款挤入成本或列入营业外支出，使企业应以 税赋形式

上交国家的款项，转入摊派者手中，使国家有限的财

力更加分散，有的甚至流失到个人手中。不少摊派者

用摊派款为个人谋私利，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向

企业摊派还会加大企业生产成本，造成企 业产品价格

上涨，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
要彻底刹住向企业摊派，就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首先要抓住摊派者这个环节。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

论出于什么动机，以权谋私，攫取国 家收入，侵占国

家和集体利益，都是违法的，都要受到制裁。处理摊

派者要毫不留情，敢于碰硬。对于企业已经列入成本

和营业外支出的摊派款，要坚决调出来，由企业税后

留利解决，不搞下不为例，不能开口子。要严格控制

企业成本的开支范围，维护成本管理条例的严肃性。
有些企业自有资金不足的，可实行逐步摊销，逐步解

决，使企业抵制摊派之风产生内在的动力。还要建立

健全有关的规章制度，使实际工作的同志有章可循。
这样，堵截与疏导并行，治本与治标相结合，才能有

效地解决摊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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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与“财务”

不能长期混淆不清
葛家澍、李翔华同志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财经

研究》 1986年10月号上发表《 论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

系统》 一文，该文在谈到“会计”与“财务”的关系

时说：目前我国的企业，普遍存在着会计与财务（财

务管理）混淆不清的现象。笔 者认为：会 计同财务

（财务管理或企业理财），在学科上应当有一 个客观

界限，在 工作上也不能长期混淆不 清。我 国 会 计界

“会计管理论”者认为，会计是一种价值管理。这一

理论是建立在会计包括财务管理的所谓“大会计”的

概念之上的。我们并不反对把会计称为“会计管理”，

但不要侵犯别的学科（财务管理）。就 会 计 本 身来

看，把它看成一项管理活动也未尝不可，但只能把它

定义为对以企业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进行的管

理。即对企业财务信息和有关的非财务信息进行的接

收、确认、分类、记录、贮存、交换、输出、分析利

用并使之对企业经营活动实行有效的控制。会计不必

要也不应当直接管理价值运动，正象它不必要也不应

当直接管理物资运动一样。由于 会计掌握了这两种运

动的信息，由于信息可以 反馈，因此，第一，物资管

理和财务管理都离不开会计提供的信息；第二，会计

对物资管理和财务管理也可以实行间接控制，具体表

现为会计处于一种独立地位对它们进行监督。因此，

倘若在理论上肯定会计应当直接管理财务活动，那就

不是加强而恰恰是削弱了会计对财 务 活 动的监督作

用。  （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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