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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 所 有制企 业 的 浮 动 工 资 制 度

及 其 会 计处 理的 探 讨

许 鸿 宾

重庆市为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广开就业

门路，安置城镇待业青年，在各区先后成立了劳

动服务公司，统一领导街道新办的各种生产、

生活服务集体企业。这些企业试行了 “浮动工

资制度”，解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问题，以便

在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增加业务收 入的 基础

上，不断提高职工个人的劳动工资收入。
浮动工资制度，把职工的工资收入、福利

待遇同企业生产发展水平和经营管理的好坏挂

起钩来，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

律的，因而它不仅适用于劳动服务公司领导的

街道集体企事业，而且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有

参考价值。
浮动工资制度既不同于工业中的固定工资

制度，又不同于农业中的工分制度。实行浮动

工资制度，必然要求会计核算方法的变革，并

且引起会计核算概念的变化。我们应当在实践

上和理论上进行探讨，使会计核算的方法和概

念恰当地反映国家、生产单位和职工个人三者

之间的分配关系。

一、浮动工资制度的具体内容

实行浮动工资制度，首先要确定 “提留水

平线”。重庆市根据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目前

暂定每个职工月平均收入（简称人平收入）为

30元，即提留水平线。人平收入低 于 30 元 的

（包括30元在内），当月就不再提留积累。高

于30元的，其超过部分扣除工商税后，一部分

作为提留积累（包括公积金、公益 金 及 所得

税），一部分作为工资分配给职工。
提留积累按人平收入超额多少来安排。超

多的适当多提，超少的少提。并按照“积累提

留六级超额累进表”（简称累进表）规定比例

计算分配。按提留比例分配给职工的 工资部

分，上下均不限制，也不固定。有多少，分配

多少。但当月不一次分光。当月分配80%，保

留20%，年终按每人全年总工分计算发给。
当月分配工资，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多劳

多得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事先按照职工在

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贡献

大小三个方面，并以贡献大小为主，适当地确

定基本工分，规定考核内容。执行中要每日进

行民主评定，考工记分，每月累计各人所得总

工分，按每个工分值计发各人应得工资总额。
提留水平线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其它费用包括原材料、辅料、燃料、动力、
折旧、管理费用和工资附加费用（按全部职工人

平收入的11% 计算）。人平收入超过30元的，再

扣除工商税。街道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规

定免税期间，仍应计算应纳工商税额，但不上

缴，年终转作企业公积金列帐。

六级超额累进表规定提留积累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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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速算扣除数，是在采用超额累进积累率 办 法

下进行简便计算用的数据。实行超额累进积累率时，可把人

平均经营利润总额分割成若干等级部分，分别按不同等级 的

积累率计算各部分的积累额，从而确定积累总额。在实践中

则利用速算扣除数进行速算，计算公式如下：

如某厂共有10人，本月经营利润总额为 550 元，分配前

每人平均利润额为55元。
（ 1）采用不同等级积累率计算，积累额为：

（2 ）采用速算扣除数计算，积累额为：
〔55 ×50% - 18〕×10 = 95元

例如，某企业由10人组成，以人平收入35

元，月总收入350元为基数，以后经营管理逐步

改善，业务收入不断扩大，人平收入及总收入也

逐月相应增加。该企业经营利润分配表如下：

表列七个月的经营利润总额为3，650元，按

比例分配提留积累（包括所得税）620元，占总

额17% ，工资3，030元，占总额83 % 。也就是说，

职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83 %是劳动者个人

的工资收入，17%是国家和企业集体的积累。
这种分配关系，说明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社会财

富，是按照他们所提供的劳动质量的比例关系

在进行分配，以货币工资形式占有社会总产品

中的一定份额。
其次，表列基数人平收入35元，待分配经

营利润为350元。按累进表核算，提留 积累占

4.28 %，计15元，工资占95.72%，计335元，
职工实得人平工资为33.50元。这是少超少提。
以后经营管理逐步改善，经营利润不断增加，
至七月份增加至800元，比基数超额128.6%，
提留积累多超多提，增加至30%，计240元，比

基数多提25.72%。工资总额占 70%，计 560

元。由于分配额增大，工资分配比率尽管比基

数减少了25.72%，但职工实得工资总额，比基

数增加67.2 %。即由原 基数 实得 人平工资

33.50元增加至 56元。即业务收入比基数增加

128.6%，计450元，而工资收入相应 地 增加

67.2%，计 225元。这就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各

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 会 主 义 原

则，把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职工工作质量的

好坏，同职工劳动报酬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二、浮动工资制度下的会计核算方法

应该指出，现行会计核算方法还不能适应

浮动工资制度的要求，目前采用的会计报表也

不能直接地反映新的分配关系。现在，我们按

照重庆市某区服务公司“财务管理试行办法”

和“公司下属各站、点、队试行会计制度”的

规定，把街道服务站所属某基层企业的实际收

支业务做成会计记录，来探讨现行会计制度中

存在的问题。
先谈谈区服务公司的管理体制。试行管理

体制，采用区服务公司、街道服务站和街道生

产、服务点（队）三级管理的组织形式、而以

街道生产服务点（队）为基础，独立核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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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盈亏。
财务管理方面，以街道服务站为中心，在

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开立结算帐 户，集中管理所

属各单位的业务收支。业务收入不得坐支，必

须缴存银行。
会计核算方面，以基层企业为单位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编制会计报表。街道劳动服务

站只管各基层单位的银行存款收支帐务，按规

定比例收取上交管理费，编制本身帐目部分的

会计报表，汇编所属各基层单位的会计报表，

现在，把街道所属某饮食服务商店从元月

份开业到五月末止这一期间的营业收支分配情

况汇总列表如下，来研讨会计报表所反映的情

况。
（一）某饮食服务商店收入、支出、分配

额如下（职工7 人，金额单位：元）：

从这个企业的资料可以看出，企业创办只

五个月，以四月份最好，营业收入比第一个月

增长109.5% ，而人平收入也增长70%。

（二）按 “累进表”计算的提留积累和工

资分配额（单位元）如下：

表列分配总额 提留 积累占 18.81% ，计

375.10元；工资占81.19%，计1，619.24元。提
留积累是企业保留的“利润”，而工资则转列

当期费用开支。如果说工资是分配给劳动者个

人的消费基金，那末提留积累则是国家和集体

所共有的待分配积累数，包括所得税、公益金

和公积金。到年终决算再按比例分配。
现在，我们把前二表数字按现行会计制度

登帐，编成会计报表。

（三）某饮食服务商店利润计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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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润计算表上，我们可以看到“毛利”

（毛利率）、 “费用”（费用率）以及利润总

额，它所能提供的各项指标，局限于反映企业

经营管理情况，而对于浮动工资制度下企业经

营利润的分配关系，则不能全面反映。而且，
表列“营业成本”不能代表企业物资 消耗 总

值，它没有包括燃料等其他物资消耗。“费用”

也不能代表其真正费用（如非生产性的流通费

用等），它包括着属于国民收入分配范畴的工

资、职工福利基金及上级管理费。“利润”也

不代表这个企业七个劳动职工所创造的 新价

值，它是已经扣除了大部分属于国民收入分配

范围的项目以后的余额。如果说浮动工资制度

的经营利润分配比例，说明着企业积累和消费

的分配关系，那末，现行会计报表则不能反映

企业单位劳动的社会性质。这不仅是某个区服

务公司现行会计制度所特有的缺陷，而且是包

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在内的一般会计制度的

严重缺陷。我们提出这一问题，就是要探索在

社会主义会计实践中所面临的新问题。
社会产品的分配，积累和消费的比 例关

系，应该有适当的数量界限。偏离这个界限，
就会对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不利影响。只有

大量掌握分配比例的数据，才能逐步地认识这

种分配界限，自觉地运用它为发展国民经济服

务。因此，社会主义会计工作必须如实反映企

业的生产、积累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根据前列饮食服务商店的会计资料，

可以用统计方法来看看生产、积累和消费三者

之间的关系。
总产值为11，613.43元；净产值即国民 收

入为2，574.37元（总产值减营业成本、燃料等

生产资料消耗）；生产资料消耗率为77.83%；
职工每人在本期所创造的新价值为367.76元。

分配方面：国家和集体占32.6% ，计839.63
元（包括上级管理费、工商税和提留积累）；

劳动者个人消费基金占67.4%，计1，734.74元
（工资及职工福利基金，假定没有开支劳动过

程中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保护费）。就是说，
职工每人新创造的社会价值中有247.82元属于

按劳分配的个人所得；119.94元属于劳动者对

国家和集体所提供的必要的基金。这部分 基

金，要到年终决算确定所得税额以后，才能核

算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国家部分，纳

入国家预算收入进行再分配。企业集体部分，

规定以税后利润的20%作为公益金，并同原提

职工福利基金用作集体福利消费基金；80% 作

为公积金，用作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

这笔帐，本来清楚地反映着现实经济生活

中的分配关系。但是现行会计报表却不能清楚

地表示出来。
其实只要我们敢于突破传统的会计核算概

念，弄清“成本”、“工资”和 “利润”这些

具有政治经济学内容的会计名词以及它们在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

本质区别，然后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 会计核

算，那就完全可以弥补现行会计制度所存在的

严重缺陷。例如：

（一）把“营业成本”理解为商品价值总

额中所包含的 “物化劳动”量，即生产资料消

耗价值的转移量（原营业成本加燃料等生产费

用），用 “营业成本”科目核算；

（二）把职工活劳动所创造的新增社会产

品总值，即商品销售价值总额减营业成本总额

以后的净产值，理解为利润，用 “利润”科目

核算；

（三）把工资、职工福利基金、上交管理

费、工商税理解为已经确定的利润分配份额，
把提留积累作为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待分配额，
总之，把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费和属于国

民收入再分配范围的支出划分清楚，设置“利

润分配”科目，来控制工资基金、福利基金、

劳动保护基金、奖励基金、上级管理费、税金

以及提留积累诸明细项目。
（四）设置 “分配利润开缴”科目，核算

当年度在各分配项目内的实际开缴数。其明细

科目与“利润分配”科目所控制者相同。目的

是使会计帐面能保持利润以及各利润分配份额

在当期开缴的全额，使年终决算完整反映各科

目全部增减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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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照上列办法改变会计处理程序，这个

饮食服务商店的会计报表所反映的情况就不同

了。

从以上利润计算表，可以看出，职工劳动

所创造的净产值及其分配情况以及反映企业管

理方面所需要的各项指标。资金平衡表反映着

当期利润分配的 “全额”及其已经“开缴”的

金额。这样的会计报表，能够直接地反映企业

的生产、积累和消费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等

方面的分配关系。上级经济管理机关 加以汇

总，则能够反映所属企业单位分配关系的总括

情况。我们的会计核算工作，完全应 当 这样

做。

问题解答
问：国营施工企业的

上级管理费如何核算和在

“管理费用表”上如何反

映？

答：为了简化手续并

与有关制度相一致，《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施

工企业所属内部独立核算单位按照规定标准按月向 企

业（公司）上交的上级管理费，以上交数作为支出数，借

（增） 记“管理费用”科目（“上级管理费”明 细科

目），贷（减）记“结算户存款”科目或贷（增）记“应

付内部单位款”科目；月终，按照规定的分配方法将上

交的管理费计入成本，借（增）记“工程施工”或“机

械作业”、” 工业生产”等科目，贷（减）记“管理费

用”科目。
公司对于所属单位上交的管理费，应借（增）记

“银行存款”或“应收内部单位款”科目，贷（减）记

“管理费用”科目（“所属上交管理费”明细科目）。公司

根据费用计划支付各种管理费用时，应借（增）记“管

理费用”科目，贷（减）记“银行存款”等有关科目。
“管理费用”科目的月末余额反映公司实际发生的 管

理费结余〔贷（减） 方余额〕或超支〔借（增）方余额〕，
在公司本身的 “资金平衡表”内列入“待摊费用”或

“预提费用”项目反映。年度终了时，如果结余或 超

支数额较大，说明所属单位上交管理费的标准过高或偏

低，需要根据下年度的公司管理费计划调整下年的上交

标准。
在编制“管理费用表”时，“施工单位”、“工业企

业”、“机械运输部门”和“材料供应 部门”各 栏中

“上级管理费”项目的本年累计实际数，由所属单位根

据“管理费用”科目所属“上级管理费”明细科目的本

年借（增）方累计发生额填列；“公司”栏各项目的本

年累计实际数，由公司根据“管理费用”科目所属各明

细科目的本年借（增）方累计发生额填列，其中“上级

管理费”项目应空置不填。有的施工企业如 需 要通 过

“管理费用表”了解企业全部管理费用的明细情况，可

以增设“合计”栏（下设“本年计划数”和“本年累

计实际数”两小栏），将各栏数字按费用项目进行汇总

填列。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栏的“上级管理费”项目

应根据所属单位上交的管理费 合计 数（即“施工单

位”、“工业企业”、“机械运输部门”、“材 料供 应部

门”各栏“上级管理费”项目的合计）用红字填列或

用“-”号反映。这样处理，可以使“合计”栏“上级

管理费”项目的数字空置不填，避免了重复，并能如实

反映企业全部管理费用的明细情况。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三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浮动工资制度及其会计处理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