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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学会企业

财务改革研究组，从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

需要出发，于1988年新

年前夕在广州召开了为

期一周的“承包经营企

业财务问题专题理论讨

论会”。出席这次会议

的有来自企业、企业主

管部门、财税部门做实

际工作的同志，也有来

自大专院校搞教学和科

研工作的专家、教授，

计60多人。会议以党的

十三大精神为指针，贯

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

原则，探讨了怎样改进

和完善承包经营企业的

财务机制问题。大家围

绕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

务分配关系，主要讨论

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承包范围

问题

承包经营企业究竟

应该承包什么？这是承

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点。
与会者根据近年来承包

经营责任制的实践，把

目前的承包范 围 划 分

为三种情况：一是将流

转税、所得税及调节税

都包进去；二是只包所

得税和调节税，即利润

总额承包；三是只包所

得税后的利润部分。大

家把这三种情况分别称

为大口径、中口径、小

口径式的承包。大多数

同志主张实行所得税后

的小口径承包。人民大学副教授顾志晟同志代

表小组发言时谈了以下理由：①对国营企业征

收所得税，是两步利改税的积极成果，方向应

予肯定；②税收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从理论

上讲是不能承包的；③实行税后利润承包可以

促使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趋向规范

化；④税后承包才能使国营企业与其他各种经

济成份的企业在税负上大体平等，一是有利于

竞争，二是有利于涉外税收政策的贯彻实施，
三是有利于 进一步 完善 税制；⑤实行税后承

包，税利并存，是“两权分离、政企分开”的

基础，可以充分体现国家的双重身份，发挥国

家宏观调控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
大家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实行所得税后承

包，必须使目前过高的所得税税率有所降低，
并取消调节税，改为税后利润。现阶段由于尚

不具备这一条件，把中口径承包作为一种过渡

形式，也是可行的。
在承包范围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同

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谈起，认为税后

承包只能是作为企业承包的长远目标，目前不

必强求一致。只要有利于搞活企业，促进生产

力的发展，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

的承包范围。
二、关于承包基数问题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到承包基数的客观

标准和公平性，始终是承包经营中一个极易发

生纠纷的焦点。合理地核定承包基数的原则，
应该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与企业超收

多留，在此前提下兼顾承包者及企业职工的利

益。在讨论具体确定承包基数的方法时，大家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种办法：①基数

法——以上年上缴利润（包括让出的一部分所

得税）或前三年上缴的利润平均数为基础，结

合其他因素确定；②因素分析法——将有关各

因素综合起来，采用一定的方法分析确定，既

不让后进企业轻易得益过多，又注意让先进企

业适当多留；③系数法——以行业的平均利润

率为依据，求出一个系数，再结合企业具体情

况调整确定。有的同志认为，要确定合理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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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基数，单采用一种方法恐怕不行，可以将三

种方法结合运用。
在承包基数确定后能否再调整的问题上，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搞

承包就要承担 一定的 风险，一有 变动 就作调

整，执行结果必然是包盈不包亏。所以，基数

一经确定就不能再随意调整。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目前正值改革时期，变动因素多，承包基

数应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一锤定音。特别是

在国家对价格、税率等作出较大调整时，必须

对承包基数作相应的调整。铁道部的同志提出

“定中有调，动静结合”的原则，集中体现了

后一种观点。
三、关于投资性借款是税前归还

还是税后归还的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在利改税中实行税前还贷

的制度，改变了长期以来企业折旧日基金全部或

部分上交，企业 更新 改造 资金欠帐过多的状

况，促进了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但是，由于

计划、投资、信贷等 体制 的配套改革 没有跟

上，致使税前还贷的口子越来越大。据江苏省

的同志反映，“六·五”期间江苏省用利润归

还贷款的数额 平均每年 递增22.53% ，1986年

各种专项借款的余额达29亿多元，即一年实现

的全部利润还不够归还贷款，还贷和付息已成

为企业和国家的巨大包袱。继续搞税前还贷，
既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效

益，也不利于国家收入的稳定增长。因此，多

数同志认为，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是十分

必要的。
要完成税前还贷向税后还贷的过渡，必须

采取一些有效措施：①结合税后承包进行税收

体制和投资体制的配套改革，降低所得税税率，
取消调节税，提高企业还贷能力，逐步实现投

资主体的换位。②为了解决近年来还贷政策放

宽所遗留的问题，在确定所得税后利润承包基

数时，可给企业留一块还贷资金归还老贷款。
③把还贷计划列入承包内容，分类作出处理，
对没有效益或无偿还能力的贷款，可采取一些

延长还款期、减息、停息等办法。④为鼓励企

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增强企业的还贷能力，对新

的投资性借款形成的固定资产，可以在分类折

旧的基础上适当加速折旧，对社会效益好、国

家急需的项目，还要在还款期和利率等方面给

予优惠，反之，则要用经济手段抑制其发展。
一些同志还提出，实行税后还贷应考虑地

方财力的承受能力，以及地区、行业和企业之

间的不平衡状况和存在的实际问题；要切实把

好投资的口子，既不能集中过多，也不能放手

不管；对于那些主要体现社会效益的项目，应

当由国家直接投资的就不要搞贷款了。

在讨论中，也有的同志对税后还贷持有不

同意见，认为税后还贷不仅在理论上不成熟，

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困难，不利于企业加速

技术改造，建议推迟进行，或者是税前还贷与

税后还贷并行。
四 、关于资金分帐问题

对企业实行承包后，是否划分国家资金与

企业资金，实行资金分帐管理的问题，会议上

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不宜实行

资金分帐制。理由是：企业自有资金是国家资

金的增殖，理 所当 然都 属国家 所有；搞分帐

制，企业资金所占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如果让

其归企业所有，不仅会使国家丧失对这部分资

金所创造的利润的分配权，而且最终会改变国

营企业的性质。第二种意见认为，实行资金分

帐制是承包的必然要求，只有承认这部分资金

为企业所有，企业才能自负盈亏，否则，企业

负亏就是空话；只有实行资金分帐管理，才能

鼓励企业把留利尽可能多地用于发展生产，抑

制消费基金的膨胀，克服企业的短期行为等倾

向。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实行分帐管理只是一

个会计帐务处理上的方法技术问题，可以在不

改变企业资金归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行资金

分帐管理，这样有利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
对企业起到激励作用。

另外，会上还讨论了资产评估、专用基金

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问题。在资产评估

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目前企业资产管理非

常混乱，帐实不符现象十分普遍，不进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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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就无法正确考评承包企业的经济效益和

经营成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资产评估类似

过去的清产核资，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才

能完成，目前既没有这种精力，也无必要把精力

放在这上面，当前重心是搞活企业。在企业专

用基金管理问题上，多数同志认为，企业实行

承包经营以后，必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
而经营权 的一项主要 内容是 资金 运用权。因

此，对过去规定的“各种专用基金必须专款专

用、专户存储”等一些干预企业经营的规定，
应当作相应的改革，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承

包经营者。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上，大家

一致认为有必要尽快成立一个国有资产管理的

专职部门，以便在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

责任制和试行股份制形式以后，切实担负起保

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提高国家资金运用效

益的重大职责。
中国会计学会企业财务改革研究组组长陶

省隅同志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承包经营责任制

是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
方向应予充分肯定，同时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改进和完善。这次会议对承包企业财务问解的

理论讨论仅仅是个开始，情况在不断发展，我

们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会上所提出的各种观

点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发展和完善。

财会
论坛 “客官”驾到  “便餐”相迎

易荣发

来 客 “便 餐” ，这是目前一些 企事业单位对来客

进餐时， 领导们常 用的一种很时髦的口 头禅。

所谓 “便 餐”，就是客人办完事后，由单 位或部

门领导陪同到 食堂或餐馆 进餐，吃餐便饭。但是，这

种便饭与一般的家常便饭不同：一是 伙食标准高，少

则一人一餐 花 公款三、 五 元 ， 多则上十元，甚至更

多；二是陪客多，少 则一客一 人， 多则三五人；三是

基本伙 食费也不收 ，客人吃完 “便餐”拍屁股就走；

四 是如 遇开会 等特 殊情况，场面 大，少则三五桌，多

达二三十桌，一吃就 是几 百元，乃至一二千元。
更有甚者，目前有些企事 业单 位不仅对此 习以 为

常， 而且振振有词 ：一 曰工 作需 要， 这样 做是放长

线， 钓大鱼；二曰现 在别单位都这样搞，我们不搞显

得不好看，甚至怕上下左右 单位使 企 业为难，受到孤

立，只好 “客官”驾到， “便餐” 相迎；三曰只要不

贪污盗窃，不投 机倒把， 不行贿受贿，用公款吃一点

喝一点，这算不 了 什 么，无须大 惊小 怪。总之，一句

话， 似乎 “便 餐” 既 “合 理” 又 “合 法”，如 此 等

等.
中央三令五申，要煞住 用公费宴请风。这种 “便

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宴 请风挂 不上钩，其实，

仔细琢磨，它与宴请风又 有何 区别呢？只 不过是改了

个名词，而实质是宴 请风 的翻版。它不符合“双增双
节” 的要求， 与勤俭 办厂，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是格格不入的，也是非煞煞不可的。为了正确地对待

和处理好这个问题，我想提几 点不 成熟的意见。
一是确因工作 需要，如与外商做生意打交道等，

非 用公款招待一点的，应 该严 格按照中央和省市有关

政策和规 定办事，但也要注意 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损公肥私。二是不准 无原则地 用公 款请客，否则谁请

客、谁掏钱。三 是上级 财政和审计等有关部门，应加

强这方面的检查和监督工 作，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乃至从重惩罚，根据问题的性质、情 节和损失情况，

对有关责任者给予党纪、政纪，乃至 法纪 处分，决不

能听之任之。四 是各企 事业单位 的领导也应自觉地做

遵纪守法的模范，并且带头 纠正 这种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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