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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论盈亏分界点理论在财政

补贴企业的应用》一文的补充意见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一期刊登了《 试论盈亏 分界点理论在

财政补贴企业的应用》 一文，该文在谈到国家财政对

亏损企业实行定期定额补贴的问题时，只谈了售价低

于变动成本、定额补贴高于固定成本一种情况，而忽

略了售价高于变动成本（但低于单位产品工厂成本）、

定额补贴低于固定成本的第二种情 况（从理论上讲，

还有其他几种情况，如售价等于变动成本、补贴等于

固定成本等情况，但实际一般不可能出现）.
在第二种情况下，其盈亏分界点的 计算公式仍如

原文，但其盈 亏 区 域正 好相 反。如图 所 示（图附

后）：

现举例证明。例：某煤炭企业每年固定成本总额

为48万元，原煤售价每吨18元，变动成本每吨15元，

国家财政核定每年补贴36万元。

我们知道，定额补贴企业的补贴后利润为：

利润=售价 ×销量+财政补贴-（单位变动成本

×销量+固定成本）

设销量为z吨，则

利润= 18 ×x+360 000—15 ×x+480 000

= 3x-120 000

从上式可以看出：该企业盈亏 分界点的原煤销量

为 4 万吨；当销量x大于 4 万吨时，企 业有 盈利；当

销量x小于 4 万吨时，企业 将出现亏损。这就证明，

在售价高于变动成本、财政补贴低于固定成本的情况

下，盈亏区域的划分正好跟原文的那种情况相反。同

时还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不

但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办法，

而且还可以采取挖掘企业生产潜力、增加产品产销量

的办法。

四川省江北县小沟煤矿  蒋中文

读者·作者·编者关于工资增长基金的计算

宛公强

《 财务与会计》 1988年第 3 期发表拙作《 怎样简

化工资增长基金的计算》 一文以后，有的读者询问引

用的公式是否错了。现再说明如下：

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一般采

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工资总额同实现税利挂钩浮

动；另一种办法是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挂钩浮动。两

种挂钩办法是有区别的。

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实现税利挂钩浮动，可依据

下列两个公式计算工资增长基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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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挂钩浮动， 可依据

下列两个公式计算工资增长基金， 即：

当 年卜 交 税 利 毛增加额

当年新增工资额=上年工资总额基数 ×工资浮动系数

本人在《 怎样简化工资 增 长 基 金的计算》 一文

中，只讲述了实行工资总额同实现税利挂钩浮动的企

业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简化工资增长基 金的计算。对于

实行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挂钩浮动的企业， 因公式涉

及到所得税率和调节税率等，因此没有简化。

财 会 论 坛

从“再算算”的 潜台 词说开去

辛玉祥

一位主管会计向笔者诉说苦衷：他所 在 的企业经

营状况不佳，盈利水平持续下降，可是 领 导者为 了对

上好交代，对下多发奖，总想多报 盈利。明明盈利甚

微却要 多报，此话总归难以 启齿，于是每 到月 终编制

会计决 算报告时，看到实现利润 未 达到计划要求，领

导者就要求“再算算”。明 白 人一听就知 道这 “再算

算”的潜台词是什 么。这位主管会计啼 笑皆非地说：

“利润难道是会计算出来的吗？”

这话问得对。利润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综合反

映，它只能产生于加强经 营 管理的过程之中，而决不

会“创造”于会计人员的笔下。作为企业的领 导者，

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现 实 生 活中，为 了提

高盈利水平或者掩盖亏损而在会 计帐簿和报表上动脑

筋、做 手脚的事却时有发生。

众所周知，虚报盈利，不仅掩盖 了 企业 经营管理

上存在的问题，而且会导 致 “两 头多”（多交国家税

金、多发职工 奖金）、“中间空”（企业财产 亏 空）的

局面 ，损害企业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笔 者曾调查过的

一家工厂，为了多报盈利，该 摊 的费用不摊，该转的

成本少转，盘亏报废不 处 理，呆帐损失不报批 ，新产

品 试制损失不转帐，几年下来，潜 在 亏 损 达 数 十万

元，等于该厂 几年来上报盈利的总和。由于家底亏空，

资金虚占，周转不灵，企业债台 高筑，陷入困境。可

见虚报盈利， 其害 无穷！

既 然明明是违法违纪、 有害无益的 事，为什 么在

一些企业中却能照行不误，习以 为常呢？究其根源，

做假者固然不能辞其咎，但也 与现 行工 业 企业管理体

制的弊端直接有关。除此而外，有 关上级 部门 对这个

问题重视不够、制止不 力也是一个重要 的 原因。通常

所 见，同是决算报告不实，对截 留 利润的企业一经查

出，即责成调整决算并限期将非法所得追 缴 入库， 而

对虚报利润的企业则往往处理得不那 么 认真， 很 少听

到有责成企业调整虚报利润 数 并 退 回 多纳 税款的消

息，对做假者也往 往 是一纸检查 ，至多再加上一纸通

报 了事。对违法违纪者不予深究，在某种程 度 上就等

于是放任。

认真解决 少数企业的虚假盈利问题，必 须 加强对

企业决算报告的审计监督，这里 ， 关 键在于对已发现

的问题要按 照有关法规严 肃 处理 ， 不能让那些治厂 无

术、做假 有方的领导者在一纸检 查或一 纸通报下大事

化小、小 事化 了。果能如此，做假者岂敢不闻风敛足？

话又说回 来，企 业 虚报盈利，只 有 领 导 者 的意

愿，没有会计人员的配合是办 不 成的。因此 ， 当上边

提出这类要求时，会计 人 员如何对待， 也是一个很现

实的考验。上面 所 说的那位主管会计，在向企业领导

者陈述 了虚报盈利的利害关 系后，坚持如实 核 算并上

报 了会计报表。这无疑是正 确的，是对 国 家、 企业、

同时也是对领导者的真心 负责。相反，如 果 身 为 会

计，上边有所示意就心领神会、曲 意附和， 甚 至主动出

谋划策、共同做假，那就违反了 《 会 计 法》 的原 则，

也 违 背 了 会计人员应有的职 业 道德。那 么， 当问题

暴露，依法追究其连带责任时，还有 什 么可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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