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产量上不去。去年他们对平绒布的市场容量进行

了调查，将88台生产卡其布的44吋布机改造为生产平

绒布的52吋布机，扩大了平绒布的产量，当年增加利

润50万元。二是采用新工艺。如常熟丙纶厂，原来生

产的丙纶长丝是没有颜色的。1985年采用色母 粒染色

工艺，在原色切片中加入少量有色切片，生产出来的

是各种有色丙纶长丝，单位产品成本增加 1 元，售价

却增加 2 元，用户还减少了加工工序，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引进先进技术。如扬州合成化

工厂花了70万元从西德引进一台关键设备——水下切

粒机，切片日产量增加 4 吨，一年增加税利110万元。

五、扩大联合，发展优势，创造新的效益。我省

有一批纺织企业，技术力量比较强，有名牌产品。近

年来，我们利用这些企业的优势，发展联合，不仅把

一些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的企 业带动起来，而且提

高了这些先进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无锡市色织四厂今

年面临客观减利因素80万元，单靠本厂增收节支是很

难消化的。他们利用自身技术力量强、装备齐全和有

名牌产品等优势，同县和乡镇企 业建立多种形式的联

合体，在不增加厂房、劳力、投资的情 况下，不到半

年时间，扩大生产能力1.4倍，产 量增加近一倍。上

半年消化了80万元的减利因素，实现利润340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51.8%。

六、加强企业管理，健全内部经济责任制。我们

把健全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作为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

效益的一项基础工作来抓，制定了具体规定，大力推

广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对内部经济责任制健全、经济

效益好的企业，我们给予表彰，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

作的开展，企业经济效益有较大提高。如常州市第一

棉纺织厂，1985年同公司签订了941万元的目标 利润

合同，但当年面临 客观减利因素354万元，占目标利

润的35.2% ，一些同志感到压力 很大。后来，他们通

过发动群众，算细帐，挖潜力，提高设备利用率，增

加产量；加强节棉管理，确定各车间节棉指标；对机

物料消耗和其他费用实行单项承包等措施，并层层落

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目标明确，责任清楚，奖惩

分明，有效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去年该厂实

现利润968万元，比 上 年增长75.2% ，超额完成了公

司下达的目标利润指标。经过近年来的实践，我们深

深体会到，增强企业活力主要靠提高企业素质，改善

经营管理，不能老是寄希望于国 家减税让利。纺织企

业虽然面临原材料、能源涨价的困难，但只要眼睛向

内，努力挖潜，开拓新路，增强企业消化能力，经济

效益是能够稳步提高的。

企业财务

粮店试行利改税

取得良 好效益

湖南省财政厅

从1985年起，我省对部分城市粮店推行了第二步

利改税。在推行利改税中，我们针对各市粮店的实际

情况，分别核定合理 的 批 零 差价，认真测算基期利

润，并用税的形式确定国家与城市粮 店的分配关系。
这样，不仅落实了粮店的自主权，而且使它们处于同

等的竞争环境，从而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取得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1985年实现利润 1，243万元，比 上年增

加298万元，增长24%。

一、统一思想认识，培训财会人员

利改税以前，对粮店实行政策性亏 损由国家财政

补贴，但由于经营性亏损与政策性亏损划分不清，实

际上是粮店亏损多少，国家补贴多少。第二步利改税

打破了多年来粮店吃国 家“大 锅 饭” 和职工吃粮店

“大锅饭”的状况，不少人疑虑重重；一怕实行 “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后，主管部门甩手不管；二怕销

量下降，个人收入得不到保障；三怕政策多变不能兑

现。各级主管部门则担心基层企业管理人员政策水平

和业务能力适应不了 独 立 核算， 自主经营的 复杂局

面。针对这 些思想情况，我们注意做 好 宣传发动工

作，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和利改税文件，统一思想认识，增强改革的信心

和决心。
城市粮店过去都实行报帐制， 未 设专 职 会计人

员，人员培训是开展利改税的当务之急。为此，我们

积极帮助各地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业务培训，如举办短

训班、开办会计夜校、月 底集中 汇编报表互教互学

等，收效显著。长沙市培训的90多名会计人员已能胜

任一般业务工作，其中五分之一的人编制报表井井有

条，帐务不错不乱。与此同时，各地还相应调整充实

了粮店负责人员。这些工作，为全面推行利改税创造

了有利条件。
二、确定合理的批零差率，调整亏损包干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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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粮店的经营好坏 受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

计划销量、人员配备及固定资产总额等客观条件的影

响。这就要求我们结合各市粮店的具体情 况，尽可能

合理地确定它们的批零差率，为粮店创造相同的竞争

条件，真正使它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 确定各市的

批零差率过程中，我们按照财 政部第二步利改税文件

中关于批零差率最高不得超过 7 % 的规定，根据全省

各市1983年的财务数据测算，确定长沙市的批零差率

为 7 % ，其余的市为 6 %。各市对基层粮 店确定批零

差率分别采取了以下三种不同的作法：

一是全市一率。如株州市各粮店统一按 6 % 计算

批零差，各店之间的苦乐不均，再通过下列四 个途径

来调剂；①粮店人员按照全年人均 7 万元的平价销售

额核定，对原有人员多裁少补；②固定资产折旧和修

理等费用全市按规定比例计 提后再按各店平价销售额

比例分摊；③对费用负担大、平价销量少的店.在议

价经营方面给予照顾；④对留利过多店，超过合理留

利部分的留利以调剂基金形式上缴主 管部门。二是一

店一率。如常德市，以 1983、1984两年的实际财务指

标为基数，加上合理留利和应 上交的所得税，并考虑

变化因素，逐店倒算出批零差额，再据以测定批零差

率。这 样 ， 基 本上一个粮店一个批零差率。三是分

档定率。如长沙市，先将批零差率 从 4 %～10%%% 分设

9 个档次，再根据基层粮店的不同情况，就近靠档，

即根据各店销量任务（一般月人 均 1.25万公斤）、人

员编制、所处地段繁华程度等，参照1983、1984两年

销售数量和费用开支实绩，以及议价 业务和附营业务

情况，按人均留利400～ 500元（扣除上交主 管部门数

额）倒算出批零差额，确定差价率， 就近靠档。就近

靠档仍会存在一些客观条件造成的苦乐不均，为克服

这一问题，长沙市采取了补偿措施，即市粮油供应公

司将折旧费和大修理费统一提存 、 统一使用，并予留

退休统筹基金50万元（占销售 额 的1.2 %%%）以 解决全

市粮店对退休人员的负担问题。

从一年的实践来看，上述三种方式中第三种较为

适宜，这种分档次确定差价率的方法既避免了一店一

率所引起的计算上的麻烦，又克服了全市一率所造成

的苦乐不均问题，较好地解决了客观条件的影响和明

显不合理的问题，使企业能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开展

竞争。
在核定批零差率的基础上，我 们调整了各市的粮

食亏损包干指标。

三、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经济责任

制

城市粮店利改税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使改革

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企业内

部经济责任制。粮店实行批零差、利改税后，一律按

小型企业对待， 按照八 级 超 额 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

（其应纳税所得额包括粮店本身经营的附营、议价等

业务的全部利润），税后利润全部留给企业。粮店均

以自然门店为单位向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并向银

行开立帐户，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实行 独立经营，单

独核算，照章纳税，自负盈亏。要认真执行国 家粮油

政策，以经营国家计划粮油为主，积极开展粮油食品

加工和销售业务，维护消费者利益。要按企 业成本管

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核算成本 ，如实反映财务情

况。粮店税后留利，按五、三、二的比例建 立生产发

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此外，对折

旧、大修理基金、粮油调拨结算、财产损失和商品损

耗等方面的管理也作了详细规定。
为了使职工在利改税后不再吃粮店 “大锅饭”，

我们还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了内部经 济责任制，通过

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将企 业的经济效益与职工的

切身利益挂起钩来。长沙 等市将各项经济指标结合两

个文明建设实行目标管理，分别制定了若干条项目，

分项计分，按分评奖。采取月评分、季检查、年总结

的办法，做到了定人员、定责任、定奖罚。拉开了职

工之间的奖金档次. 大大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四、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年来，我省实行利改税 的 粮店 取 得了初步成

效，企业吃国家 “大锅饭”的状况有所改善，企业留

利和职工收入增加，企业后劲增强，各方面的经济关

系趋于合理，形成 了 “两 个效 益”一齐上的可喜局

面。

（一）经济效益显著。1985年我省利 改税的粮店

完成粮油经营量129.950 万 公斤 ，完 成商品 销 售 额

33，062万元， 开 支商品流通费883万元，比1984年减

少 9 % ，在补贴批零差价1，951万元后实 现利润1，243

万元，比1984年增长24%。

（二）社会效益明显。随着社 会 消费 水 平的提

高，城乡居民的食品结构逐步改变，变化的趋势是由

低精度向高精度、由生食向半成品熟食品、由单一品

种向多品种、由普通食品向多成份的营养保健食品转

变。针对这一变化趋势，改革后的粮店普遍延长了营

业时间，增加了经营品种，开展多种附营业务。有的

粮店利改税后供应品种达到80多个. 有的粮店还开辟

了早市营业，并进一步增加和完善了预约售粮、送货

上门等便民措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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