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
这次大检查工作，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 和 中央各有关部门去抓。国务院组织了

27个工作组，这次会后将由部级干部带队下去，了解情况，检查督促。同时，国务院

大检查办公室还抽调300名中央企业驻厂员和物价管理 干部 检 查在京的100户中央大

企业、大公司，并委托各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在京的100户中央企事业单位，委托地方检

查当地的1 000户中央企事业单位。
（据198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财会改革 不断扩大企业财权  
逐步增强企业活力

——十年来国营商业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的回顾

财政部商贸财务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贯彻搞活经济

的方针，国家对商业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了一

系列改革，逐步推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利

改税以及租赁经营、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多项措

施，不断扩大企业财权，增强企业活力，提高

了企业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据不完全

统计，1979年至1987年间，国家财政通过各项

改革措施，对商业企业减税让利193亿元，对国

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在恢复企业基金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利

润留成制度

（一）恢复企业基金制度。1978年，为了

扩大企业财权，改变 统 收 统 支的财务管理制

度，国家决定在国营企业恢 复 企 业基 金制度

后，财政部会同商业部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
“办法” 规定：所有独立核算的商业企业，均

可按其完成国家规定的年度计划指标计提企业

基金，凡全面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的，可按全年

工资总额的 5 % 提取，超额完成国家利润指标

的，其超额部分还可按一定 比 例 加提企业基

金。
企业基金制度的实行，使企业有了一定的

可以自主支配的资金，初步扩大了企业财权，

迈出了改革商业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第一步。
（二）实行利润留成制度。1978年底，为

了尽快改变饮食、服务、修 理 企 业 的落后面

貌，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商业部、财政部

决定首先在饮食、服务和修理行业中实行利润

留成制度；分别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饮

食、服务、修 理 行 业 利润的50～80% 留给企

业。
1979年，财政部、商业部决定，从当年起

在整个商业部系统试行利润留成制度，留成比

例为19.3%。1980年在继续试行利润留成办法

的基础上，对商业部系统实行增长利润留成办

法。利润留成制度调动了企业增加盈利的积极

性。1980年商业部系统实现利 润比 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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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1981年又比1980年增长7.59%。
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商业和 工 农 业 的发

展，1980年财政部、商业部还决定从当年起将

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从20% 提高到50%。为

了促进大中城市饮食服务业的发展，从1984年

开始，又同意北京、天津、上海 沈阳等地国

营饮食、服务业可在一定期限内将实现的利润

全部留用，用于自身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这些

城市饮食服务业落后面貌的改观。
在对盈利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办法的同时，

为了促进亏损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

算，迅速扭转经营性亏损，财政部、商业部决

定对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的食品公司系统试行亏

损商品定额补贴、减亏分成办法。但由于猪、

牛、羊、蛋生产不稳定，补贴定额难于科学确

定，一些地区搞搞停停，未能连续实行。1985

年生猪购销价格放开后，国家财政又规定：大

中城市食品公司为调节供求所需要的一定数量

储备和中长距离调运猪肉支付的调运、储存、

利息、损耗等项费用，以及为平抑市价由当地

政府决定高进低出所支出的价格倒挂，都作为

政策性亏损，由当地财政给予补贴。
1985年国家还逐步放开蔬菜价格，为支持

和保证国营蔬菜公司做好稳定蔬菜价格和调剂

淡旺季供应的工作，国家 财 政决 定从1985年

起，三年内仍按1984年财政实补蔬菜经营亏损

数额，列入地方财政预算，1987年鉴于蔬菜公

司承担的稳定菜价的任务比较繁重，国家决定

上述补贴办法1988年继续实行。
商业部系 统 实 行 利润留成、减亏分成办

法，大大地增加了企业财力。1982年，商业部

系统各项留成 总 额24亿元，人均498元。

二、利改税的实施

为了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稳定国家与企

业的分配关系，1983年在国营商业企业中普遍

实行了利改税第一步改革，对盈利的国营大中

型商业企业按55%的税率交纳所得税，企业交

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扣除核定的合理留利后，
交纳调节税。对有盈利的小型商业，国家按八

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小型商业企业缴

纳所得税后，利润较多的，国家再收取一定的

承包费。为照顾饮食、服务 等 行 业的特殊困

难，促进这些行业的尽快发展，国家对饮食、

服务行业、营业性宾馆、饭店、招待所采取了

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超过15%的

部分予以返还的优惠政策。
1984年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国务院决定对

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商业企业以1983

年实现利润为基数，企业当年利润比核定的基

数利润增长部分，减征70% 的调节税，同时，
放宽了小型商业企业的划分标准，小型商业企

业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
为促进酱油、醋等 人 民 生活必需品的生

产，国家还对商办工业采取减半征收所得税等

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商业企业实行利改税后，企业留利逐年增

长，大大增强了企业 自 我 改 造和自我发展能

力。1987年商业企业税后留利36.4亿元，人均

931元。

三、小型商业企业改、转、租办法的推行

为搞活商品流通，促进生产，使国营商业

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国家在促进集体、个体

商业发展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把小型商业放

开搞活。1984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为了调

动职工的积极性，开拓服务领域，灵活经营，
方便人民生活，要把国营商业中的小型商业企

业进一步放开。一部分企业可 以 改 为 国家所

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一部分

企业可以直接转为集体所有制；一部分企业，
特别是以劳务为主的饮食、服务、修理、修配

等小店铺，可以租赁给个人经营。” 为促进国

营小型商业企业 “改、转、租”的推行，财政

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涉及国家资产使用、转移以

及利润分配等重要财务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确定了实施方案，对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

章纳税，自负盈亏 的 企 业 占用国家的流动资

金，原则上按银行利率交纳使用费，新增财产

和资金归集体所有；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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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固定资产按现值作价，连同国拨流动资

金实行有偿转让，分期归还，还清后归集体所

有；租赁给个人经营的小店铺，实 行 招 标 租

赁，占用国家的固定资产，国家向经营者个人

收取租金，税后收入由经营者个人支配，职工

工资、奖金、福利等，由经营者决定。
到1987年底，实行“改、转、租” 的企业

达到80% 左右，对活跃 商品 流 通起 到重要作

用。
1986年为引导小型商业向更深层次发展，

国家对实行改革的小型商业采取了更加优惠的

政策：一是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小型企

业，执行集体企 业 财务 会 计制度，承包费从

1986年1月1日起 不 再 上 交财政，一半留给企

业，一半上交商业主管部门；二是转制企业占

用国家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其偿还金在税

后列支，交商业 主 管 部门，偿还期间的占用

费，从1986年1月1日起免交；三是租赁企业的

租赁费从1986年1月1日起改由税前列支，交国

营商业主管部门，以业养业。
为采取多种形式搞活小型商业企业，国务

院还规定，有些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服务业

企业可以拍卖或折股出售，允许企业分期偿付

资产价款，出售企业的收入 全 部 上 交国家财

政，由中央和企业所 在 城 市 “五 五” 分成，
1986年一些地方对地处偏僻、长期亏损或微利

的国营小型商业企业，采取了拍卖给个人的办

法。

四、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商业企业实行利改税后，为了进一步解决

国家同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

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1986年，国务院《 关于

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的文

件下达后，商业企业中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

要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得到较快发展。
为了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迅速推行和健

康发展，1987年9月，财政部颁发了《 关于国营

大中型商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

问题的暂行规定》，主要内容是：（ 1）动员

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企业主管部门，在国营

大中型商业企业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承包

经营责任制；（ 2）要求企业承包期内上交财

政收入要有一个合理的增长比例；（ 3）明确

规定了承包经营的原则、形式及超收分成的办

法，使企业通过承包经营能得到一定好处，以

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4）坚持在利改

税的基础上搞承包，即企业实现利润按现行税

法征税，应得到的好处由财政返还。这样做不

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也有利于同

今后的财税体 制改 革 、实行分税制相衔接；

（5）为防止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发生

短期行为，提出要严格执行国营企业财务会计

制度等五项要求和考核 处 罚 意 见；（ 6）为

鼓励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决定对财政收入分 成 比 例 低于50%的地

区，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截至1987年底，
我国大中型商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已

占61%，经济效益比未实行承包的企业有显著

提高。
总之，十年来国营商业企业利润分配制度

的改革，打破了建国以来一直沿用的统收统支

的财务管理体制，调整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

系，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又使

企业的财权不断扩大，从而为增强企业活力，
推动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发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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