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就失去了利润留成制度的积极意义。

（三）修订的利润留成办法，进一步明确

了利润留成资金的用途，体现了在发展生产的

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的原则。企业的增长

利润留成资金，用于发展生产方面的，不得少

于百分之六十；用于职工福利设施和奖金方面

的，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并且把当年发给职

工的奖金总额（国家规定的特定燃料、原材料

节约奖除外），控制在不超过本企业职工两个

月标准工资的范围内。
自去年开始实行奖励制度以来，调动了广

大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
由于林彪、 “四人帮”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

的流毒没有肃清，在一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滥

发奖金的情况。任意增加奖金项目，随便提高

提奖标准，搞平均主义等等，造成了不良的后

果。这次修订的利润留成办法，对发放职工奖

金作了适当的控制。在利润增长大，奖励基金

增多时，要留有余地，节余的奖金可留作下年

使用，“以丰补歉。”这样，瞻前顾后，通盘

考虑，既可防止在基金多时出现滥发的现象，

又可保证基金少时对贡献大的职工给予必要的

奖励。但在企业内部，应当根据职工的贡献大

小发放奖金，对贡献特别大的可以多奖，不能

搞平均主义。

（四）修订的利润留成办法明确规定，在

计算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留成时，都应包

括用折旧基金和自筹资金搞的技措项目所增加

的利润，但不包括企业用于归还各项技措贷款

的利润。
包括用折旧基金和自筹资金搞的项目所增

加的利润，就是说，这项利润企业只能按核定

和规定的比例留用一部分，其余部分要上交国

家，而不能把这些项目所增加的利润全部留给

企业使用。折旧基金是固定资产磨损的补偿基

金，它的用途就是更新、改造厂房和设备。如

果用折旧基金搞的项目所增加的利润都留给企

业，那么，当企业的厂房、设备全部进行了一

次更新以后，用这些劳动手段对劳动对象进行

加工的利润也就全部成为企业所有，国家的收

入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在实际工作中，

技措项目的利润也难以准确核算，实际上也是

不好执行的。
过去，个别地区自行规定，企业先按扣除

归还技措贷款前的利润计提利润留成资金，然

后再归还技措贷款。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兼

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的。
因此，按扣除归还贷款后的利润计提利润留成

资金，由国家和企业按照上交利润和留用利润

的比例，共同承担归还这笔贷款的责任，再按

相同的比例分享这些贷款项目所增加的利润，
这才是合理的。

（五）国务院要求从一九八〇年起，所有

试点企业，包括原来按照地方自定办法进行试

点的企业，都要改按统一规定的新办法执行。

新办法是在总结一九七九年试点经 验的 基 础

上，吸取了各地自定办法中的合理部分，进行

修订的。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是可行的，要求

按统一的办法执行，而不应当 各 行 其 是。因

此，各地区、各部门原则上应当执行新的利润

留成办法、这对调整国民经济和稳定财政收入

是有利的。
我们相信，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 批 转 的

《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扎扎实

实地搞好试点工作，必将进一步调动企业和广

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按照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顺利向前发展。

国务院规定：各地原来按自定 办 法 试 点

的，自一九八〇年起，原则上都要改按统一办

法试点，试点面一般也不再扩大。各地方都要

从全局出发，认真执行国务院这些规定，集中

力量把现有的试点工作搞好。
企业是试行利润留成办法的基层单位，试

点的经验来自企业，进一步改进、完善利润留

成办法有待于企业的再实践。我们相信，经过

企业和广大职工的努力，利润留成试点工作一

定能够取得新的成绩，为发展生产，加快四化

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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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评论 员

一九七九年，根据国务院下达的五个改革

企业管理体制的文件，在近一千六百户企业中

试行了利润留成制度。有些省市也按自定办法

进行了试点。总的说来，试行的结果，扩大了

企业的财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受到企业和

职工群众的欢迎，效果是好的。当然，也有不

足之处，需要改进。为了进一步搞好利润留成

试点工作，国家经委、财政部在总结前一段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修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利润

留成试行办法》，报经国务院批准，从一九八

〇年起试行。
修订的利润留成办法，对利润留成资金的

计算和提取比例、提取利润留成资金的考核条

件、利润留成资金的使用和发放奖金的额度，
都作了较大的改进。这些改进，既着眼于解决

试点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也是从当前客观条件

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总的讲，利润留成的范围

比原来更扩大了，办法比原来更完善了，认真

贯彻修订的试行办法的各项规定，搞好利润留

成的试点工作，必将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改

善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的积极性，推动生

产更快的发展。
实行利润留成制度，是用经济手段管理经

济的一项重要措施。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使贡

献大者多得，贡献小者少得，把企业的物质利益

同企业的经营成果紧紧结合起来。企业要使自

己多得，就必须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并且力争

超额，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在一定意义上讲，
企业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如果安于现

状，不把生产搞上去，不能提高经营成果，企

业的日子就不大好过。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就

是为了促进企业狠抓增产节约，增产国家和市

场需要的产品，切实改进企业管理，加强经济

核算，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生产上去了，利

润增加了，对国家贡献大，企业和职工个人也

有所得。
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后，由企业自行安排使

用的财力增加了，管好用好这些资金，对于发

展企业生产，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具有更为现

实的意义。企业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和职工奖励基金要按照核定的比例，分别 提

取，分别使用。应当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不

得用于职工福利和奖励。这次修订的利润留成

办法规定，生产发展基金可以与更新改造资金

结合使用，是为了便于企业统筹兼顾，合理安

排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许多单位的经

验证明，奖金制度是必须坚持 的，但是发 多

了，发滥了，会影响左邻右舍，产生消 极作

用，不一定是好事。因此，职工奖励基金一定

要先提后用，不能超支；使用时要瞻前顾后，
奖金有节余，应当留作下年使 用，“以丰补

歉”，“细水长流”，不要分光花光。
实行利润留成制度，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进行利润留成试点的企业，要胸有全局，

经常想到我们国家还有困难，国家财 力 还有

限，在对待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关

系问题上，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要教育职工

自觉地维护国家利益，树立为国家多作贡献的

光荣感和责任感。企业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党

的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遵守财经纪律，既

不能以种种借口挤国家（如截留应当上交国家

的税利），也不能以任何借口挤群众（如擅自

提高价格，降低质量等），要做到增产、增收、

增贡献，为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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