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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分析了经济界对福利企业发展前景的不同认识 ,提出应从对福利企业的政策入手 ,着力改进福利企

业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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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福利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 ,

正处在或进或退、或存活发展或淘汰消亡的十字路

口 ,也对作为社会福利企业的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

挑战。本人试图就现有福利企业的政策 ,对福利企

业发展前景谈点粗浅认识。

一、经济界建议深化福利企业改革
的呼声日益高涨

　　(一)改制后的福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急需

调整

社会福利企业是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

的特殊企业 ,多年以来 ,国家对社会福利企业一直采

取了扶持保护政策 ,对安排残疾人劳动达到一定比

例的企业给予减免税待遇。但是 ,近年来许多社会

福利企业为了生存和迎接市场挑战 ,纷纷进行改革

或改制 ,但改制后的福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问

题遇到了麻烦。目前税务部门鉴于税收政策的特殊

性、垂直性 ,强调必须按照 1994 年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民政福利企业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执行 ,即投

资主体必须是民政部门、街道、乡镇的企业才能获得

税收优惠。笔者认为 ,随着党政机关与企业脱钩 ,这

种规定已经不合时宜 ,客观上既限制了原有福利企

业的生存和发展 ,又使新办社会福利企业几乎不可

能。据了解 ,由于政策性原因 ,这几年我国社会福利

企业萎缩很快。

(二)福利企业传统的认定办法需要重新调整

近期地方各省残联和民政厅向全国政协汇报时

提出 ,应该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收取纳入地税部

门代收范围 ,加大按比例就业覆盖率 ,建议调整福利

企业的减免税优惠政策 ,认为不管哪种性质企业只

要安置残疾人达到一定比例就享受相应的减免税优

惠政策不尽合理。目前我国残疾人就业主要是通过

三种渠道 :开办福利企业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 ;鼓励

和扶持残疾人个体从业和自愿组织起来就业 ;实施

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现实状况是 :我国从

2000 年开始实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

法》,但个别地方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没有严格执行

这一法规 ,降低分散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和保障金

收取标准 ,有的甚至明文擅自取消这一规定。这样

导致全国部分的民营、私营、外商企业没有执行按比

例就业政策。笔者认为 ,应该对一些长期以来既不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也不按规定缴纳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的单位进行相应的制约和处罚。同时 ,进

一步规范就业保障金的收缴手段以及使用和管理。

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收取纳入地税代收 ,简化收

缴程序 ,加大按比例就业覆盖率。可以考虑把就业

保障金合理地投向培养残疾人的社会职业培训机

构、已录用或者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 ,扶持个

体残疾人开业 ,并对个体开业和自愿组织起来就业

的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重残无业残疾人参加商业

保险、医疗保险的保险金给予适当的补贴等。

(三)福利企业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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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工作特别是就业工作 ,主要是由残联行

使管理职能 ,但福利企业的审批权仍在民政部门 ,工

作有时会出现脱节现象。因此不如改变过去只有国

有企业申报福利企业才能享受减免税优惠的做法 ,

改为只要企业 (不管哪种性质)安置残疾人达到一定

比例 ,就享受相应的减免税优惠 ,同时由残联审核把

关 ,这样将会鼓励更多的各类企业积极安置残疾人

就业。

(四)福利企业萎缩趋势必须改变

用一位相关负责人的话说 ,福利企业逐步退出

市场的近况令人堪忧。据铜陵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

社会事务科介绍 ,去年全市共有 74 家福利企业 ,安

置就业的残疾人 2052 个 ,虽然今年对福利企业的年

检还没有结束 ,但是已经有五六家企业表示不愿再

办下去 ,福利企业渐呈萎缩趋势 ,以后将慢慢退出市

场。今年年检时已经有 2 家企业提出不愿再办下

去。原因 :经营风险大政策有待完善。福利企业经

营风险主要体现在退税的使用政策及产品成本过高

上。按照政府对福利厂的“退税”优惠 ,这些退税款

是划到当地的民政部门 ,工厂要使用退税款 ,只能以

“企业亏损”、“残疾人生活”等事项向民政部门申请

补贴。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企业“有钱难花“的局面。

同时 ,造成福利企业逐年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申办

条件与国家政策出现矛盾。“福利企业申办的主体

必须是镇政府、街道办、残联民政等政府部门 ,但是

国家又有新政策规定政府一定要与企业钩。所以 ,

现在申办福利企业很难 ,几乎没有新增的。”改革开

放之后到上世纪 90 年代 ,福利企业十分红火。凭着

免税方面的优惠 ,福利企业在创办之时相对容易。

但是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 ,因为各种原因 ,大

部分福利企业出现经营不善的状况。

二、福利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
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笔者认为 ,既要支持福利企业的发展 ,又应

限制其行业范围

支持和解决残疾人就业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今

后 ,都是党和国家 ,以及全社会关注的问题。积极安

置残疾人就业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继续执

行。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针对目

前福利企业存在的问题 ,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也应该与时俱进 ,适应不断发展变化了的经济形势

需要。客观地说 ,福利企业对于支持产业经济发展 ,

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 ,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税收上

还存在诸多问题。残疾人员占生产工人的比例是税

务机关对民政福利企业进行税收管理的主要依据 ,

但现实中 ,存在一个残疾证在多个企业挂名的现象。

特别是一些民政福利企业雇用大量残疾农民工 ,当

工人在农忙季节返乡劳动时 ,税务机关就很难准确

计算残疾人的比例。此外 ,一些地方政府开办假民

政福利企业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大量引进项目 ,不仅

破坏了税收公平原则 ,而且扰乱了税收秩序和市场

经济秩序。福利企业在九十年代初期曾经辉煌过 ,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导致了目前这种局面。但

如果按照市场规律决定让福利企业退出市场 ,笔者

认为不太妥当。且不说这会让多数残疾人失去就业

机会。而且一个成熟的政府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应

该有必要也有能力让那些福利企业继续存在下去。

(二)福利企业出现生存困境 ,与有关政策扶持

的不到位具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目前对社会福利企业的管理竟然是依照

14 年前的一个文件 ,这已明显跟不上市场的变化。

而且在有关税收优惠措施上 ,也存在着操作程序上

的不合理 ,使得有些优惠政策对福利企业来说形同

虚设。这对福利企业来说 ,产品还未进入市场 ,在起

步上就已经失去了最大的竞争资本。企业要想进入

市场 ,就必须接受优胜劣汰的残酷规律。但是福利

企业是作为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具有福利性质的

特殊生产单位 ,是国家为解决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

就业困难所采取的一种特别扶助措施 ,它不能单纯

地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应该通过政府这只“有

形的手”来扶持 ,让其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残疾人

的就业本来就很困难 ,如果福利企业渐渐退出市场 ,

他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因而 ,政府应当

给予政策上的扶持 ,放宽市场准入 ,为福利企业的脱

困创造条件。社会也应当行动起来 ,为福利企业的

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提供渠道。

(三)严防打残疾幌子钻减税空子 福利企业也

要“打假”

税务部门发现 ,一些“福利企业”弄虚作假 ,虚报

“四残”人数。如某企业现有职工近 300 人 ,残疾人

员不足 2 % ,为达到政策规定比例 ,企业便“克隆”了

残疾人名单。政策规定 ,福利企业安置“四残”人员

不仅要达一定比例 ,且上岗率要达到 80 % ,有的企

业就在纸上人为设岗。还有的企业为成为福利企

业 ,收集“四残”人员的残疾诊断证明 ,每年象征性发

放一次补贴 ,残疾人员成了企业减免税的工具。笔

者建议有关部门 ,要严格民政福利企业的资质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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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四残”人员进行计算机管理 ,防止一个残疾

人被多处使用。

(四)大力培育福利企业债券市场

最近几年 ,福利债券的发行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

下 ,发展较为迅速。债券的发行量和筹集资金量逐

年递增 ,缓解了社会福利资金的严重不足 ,促进了社

会福利事业的发展。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 ,完善社会福利企业债券的发行机制就显得尤为

必要。在这方面 ,我们理想的目标是要建立福利企

业债券市场。而重点是要解决好福利债券发行、销

售的立法问题 ,使社会福利债券的发行有法可依。

此外 ,要将债券的发行全面纳入市场经营体制 ,不断

增强福利债券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使广大群众自愿

参与。福利债券的发行 ,目前由民政部门直接承担 ,

但由于民政部门有大量的日常工作要做 ,债券的发

行只能是突击性的。因而要使债券的发行成为一项

经常性的工作 ,就必须设置一个固定的机构。这个

固定的发行机构可以叫发行 (销售) 中心 ,所有的发

行 (销售) 工作 ,都由这个中心承担 ,发行中心的人

员 ,可以采取长期合同和临时聘用相结合的方式任

用。

(五)针对就业弱势群体建立相应的就业援助制

度刻不容缓

鼓励和扶持残疾人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就业。

国家对福利企业的优惠政策要调整到对企业利润的

保证上来。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 ,是竞争与保护的

结合 ,体现在就业方面 ,则是要针对就业弱势群体建

立相应的就业援助制度。我国有 6000 万残疾人 ,这

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就业援助体系的建立刻不容缓 ,

需要从政策援助和技术援助两方面促进残疾人就业

工作的进展。

三、对改制后的福利企业发展
前景的政策思考

　　(一)确立改制后福利企业社会功能的定位

福利企业除少数历史包袱较重的老民政直属企

业外 ,绝大多数已实现了转制。但诚如现实所言 ,福

利企业虽已基本实施转制 ,但仍没从政策上对其合

法性予以确认。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改

制后企业的投资主体问题 ;二是减免税的量化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修改涉及中央有关部委 ,地方有关部

门无权决定 ,但在实际操作中 ,福利企业的改制工作

采取了相应的变通方法 :一是仍然戴着红帽子 ;二是

减免税资金仍为国家扶持资金科目挂帐 ,不予量化。

从而也导致了福利企业改制工作的不彻底。针对以

上问题 ,笔者建议民政部门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

与协调 ,确保已改制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充

分享受到位 ,并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会同国税

局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供修改意见和事实依据 ,争取

从根本上解决政策障碍。

(二)在严格控制规模总量的基础上 ,合理调整

福利企业准入机制 ,为社会力量兴办福利企业打开

政策通道

在新办福利企业方面 ,各地方政府可优先确定

若干个经济欠发达县准予申办福利企业。下一步 ,

再制定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准予发达地区适量新

办福利企业 ,在保持企业总数不变的前提下 ,允许其

新办一些残疾职工安置量大的企业 ,以分流下岗残

疾职工。

(三)针对个别福利企业及残疾人钻国家政策的

空子 ,出现了挂名不上岗、多头挂名、残情不达标等

现象 ,建议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来加强对福利企

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一是强化年检年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二是加

大对违规福利企业的稽查力度 ,做到有案必查、执法

必严、违规必究。在检查中 ,凡是发现不符合标准的

福利企业 ,责令其整改 ,整改期间不得享受退减免

税 ,严重的取消福利企业资格。三是开展福利企业

税收专项稽查 ,同时 ,逐步建设福利企业资质管理

网 ,以最终实现福利企业及残疾职工的全动态管理。

(四)通过地方性立法规范我省福利企业管理、

保障残疾职工合法权益已势在必行

在尚无中央立法依据的情况下 ,地方难以先行

立法。笔者提议各地方民政厅会同国税、地税等部

门制定社会福利企业管理的指导性意见 ,报请省政

府批准转发 ,以填补政策真空。一旦国家相关立法

出台 ,即向省人大或省政府提出实施性立法项目的

意见。

(五)尝试通过财政返还方式加强对福利企业的

扶持

笔者认为 ,方案是有可行性的。同现行的政策

相比 ,它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国家对福利企业减缓利

用减免税政策 ,符合公平税负的原则。国家对福利

企业的扶持可以通过财政返还的形式来体现。民政

部门拥有财政返还的分配管理权 ,从而加强民政部

门对福利企业的监管力度 ,有利于切实保障残疾职

工的合法权益。避免了减免税金的层层截留 ,从而

加大了政策的执行力度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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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优惠政策的效用。

(六)强化对改制后的企业监管

作为社会福利生产管理的职能部门 ,不能只改

不管。应积极探讨监管工作的有效办法 ,立足在监

管中服务 ,在监管中提高。一是把住新办关、在为新

办福利企业服务中加强监管。在目前的工作中 ,我

们发现在新办福利企业中 ,对福利企业缺乏具体认

定办法 ,特别是税务部门行使否决权有随意性 ,建议

各地搞一个〈社会福利企业审查认定办法〉,以实现

新办福利企业规范化。二是把住年检关 ,在年检中

特别是在退税服务中加强监管。三是在日常服务中

加强监管。在工作实践中我们体会到 ,要把现有的

福利企业管理好 ,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必须坚

持与各部门密切合作 ,共同监管。只有这样才能促

进福利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

(七)保证公正执法

按新征管法和新实施细则规定 ,建议主管税务

机关对福利企业进行税务检查时 ,对获得区局下文

批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 ,必须实行“跟踪监

控”,防止出现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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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Welfare Enterprise’s Reality2reforming with

Developing and Prospecth in Our Country

WAN G Hai2bin
( Tongling University , Tongling Anhui 244000 , China)

Abstract : Confronted with the obvious questions in welfare enterprises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system , this paper exposes the eco2

nomic sources which cause the practical questions from a particular angel , that is the draggled transformation policies , and emphasize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stem1 It advocates to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nterprises after transformation and proposes the pertinent

measures1

Key words : welfare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policy ;draggle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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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限。同时 ,结合正在开展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试点工作 ,把信用担保的网络逐渐延伸到农村和小

城镇。在条件成熟的地区 ,可以探索成立股份制或

民营的融资机构 ,一方面吸引社会资金向农村回流 ,

另一方面 ,也有效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瓶颈”。

Prospects of Integrative Rural Reformation for the 15th Five2year

———Instance of Anhui

CHEN G Hong2zhi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3 ,China)

Abstract : A series of reformative measures and peasant favored policies promulgated by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 aiming at rural area has , to a cer2

tain extent , increased peasants’income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1 However ,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of the 3 rural problems relies

much on the promotion of complete rural reformation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country1 This paper summarizes , with the example of Anhui

province , its previous experience and probes into the next step of rural reformation1

Key words : rural reformation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country ; 3rural problems ;prospects for 15thFive2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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