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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643.htm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

五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教委、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局

《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小学勤工俭学若干问题的意见》，现转

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中

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

进教育事业发展；有利于改善教师的生活、福利待遇，充分

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对

这项工作要加强领导，本着统筹兼顾、积极稳妥的原则认真

组织和管理，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并注意总结交流经验，

推动勤工俭学活动进一步发展。 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小学勤工

俭学若干问题的意见 近几年来，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有

了新的发展。为进一步把这项工作搞好，现就贯彻执行《国

务院批转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请示

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３〕２５号），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应采取多种形式。可以举办各类

进修班、培训班等；可以组织以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为主并

按照教学计划安排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可以由学校抽调少数

人员，兴办以专业人员劳动为主并按市场需求经营的校办企

业。 发展校办企业要因地制宜，宜工则工、宜农则农，有条

件的经县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也可以开展商业、服务业

等第三产业活动。应创造条件，发展学校联合经营的校办企

业，并逐步发展成为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基地。校办企业



可根据其不同性质，分别按照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

所有制企业的有关政策、规定执行。二、各级人民政府和有

关部门应制定优惠政策和采取具体措施，帮助中小学办好一

批勤工俭学基地，并将其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有关经济部门的

管理范畴，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统筹安排，予以支持。

可通过调借教育事业费、建立勤工俭学统筹基金等方式，帮

助中小学解决勤工俭学所需资金；也可由有关专业银行根据

信贷原则，在当年信贷计划内择优扶持，解决所需资金。有

条件的地区，经学校申请。当地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划拨一部分土地（包括山林、水塘、牧场等）作为学校的生

产经营基地。三、对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兴办的各类企业，

除按照原有规定免征校办工业、农业的所得税和能源交通重

点建设基金外，属于下列情况的，在税收上要给予优惠。（

一）小学校办企业，除生产销售全国统一规定不许减免税的

产品需按规定征收产品税、增值税外，对生产销售的其他产

品及兴办的服务性企业原则上可给予定期减免产品税、增值

税、营业税的照顾，此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

。兴办的商业企业，需按规定征收营业税，纳税有困难的，

可由税务机关批准，给予定期减免税照顾。（二）中学校办

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凡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的

，免征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非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

的及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照章征收产品税、增值税、

营业税。纳税有困难的，可按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由税务

机关批准，给予定期减免税的照顾。（三）中小学兴办的商

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所得税上需要给予定期减免税照

顾的，属中央管的学校由国家税务局批准，属地方管的学校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批准。（四）对中小学举办

各类进修班、培训班等所得的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所得

税。（五）对中小学生从事勤工俭学的服务、劳务等收入，

免征营业税。（六）中小学在原校办工厂（农场）基地上吸

收外单位投资联合兴办的企业，实行税前分利，各自纳税的

办法。学校所得部分仍执行勤工俭学免税待遇。中小学向外

单位投资兴办的企业，学校分得的利润仍按原规定照章纳税

。四、中小学的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拨款和多渠

道社会集资解决。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的根本目的是发展基

础教育事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

新人。所得的经济收益，除留一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外，其余

用于补充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师生集体福利及个

人奖励。 中小学资金的免税限额，放宽到四个半月基本工资

。教职工从事劳务活动取得的酬金，免缴奖金税，个人所得

达到征税标准的，按国家规定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五、中

小学兴办的各类外向型企业所得外汇，大部分给学校。六、

中小学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试行工资

总额包干，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七、对

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要按照中央关于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的精神，加强领导、认真管理，使其健康发展

。（一）一切勤工俭学活动，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

许的范围内进行，要注重职业道德，不得有损教育工作和人

民教师的形象，不得给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中小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教学工作，除抽调出来从事

勤工俭学工作的以外，不提倡教师个人从事第二职业，并严

禁教师、学生个人经商。（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勤工



俭学活动实行统一领导、统筹规划，并创造条件逐步在面上

展开；要经常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开展勤工俭

学有困难的学校，应给予帮助，可根据当地情况从学校勤工

俭学收入中适当提取一定比例的统筹基金，专项用于支持有

困难的学校；要积极进行学校联合办企业的试点，取得经验

后加以推广；应促成社会各界对中小学办企业给予支持；要

健全和充实勤工俭学的管理机构，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教育部门勤工俭学管理机构有关问题请

示的通知》（国办发〔１９８７〕７２号）精神执行。（三

）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

暂不具备条件的不要勉强开展。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学校

一律不得硬性摊派创收指标。（四）勤工俭学活动必须有组

织地进行。校办企业的生产经营，一般可实行所有权和经营

权“两权分离”的管理体制。校长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全面抓

好学校的教育工作上，另派得力人员负责勤工俭学工作。校

办企业要配备专人对生产经营活动全面负责，有关部门应对

这些人员组织进行培训。要结合学校综合改革和优化教师队

伍的工作，在内部人员合理分工的基础上，组织一部分人员

主要从事勤工俭学工作，这些人员应相对稳定。教师被抽调

从事勤工俭学工作的，可保留教师职务及待遇，并在聘任职

务时，考虑他们的工作特点和实绩。（五）在开展各项勤工

俭学活动中，要加强财务管理，健全核算制度，严格执行财

经纪律。要做到收费合理，凡由国家统一管理收费标准的，

严格按规定收费。（六）中小学组织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

，应以劳动教育为主要任务，并严格按照教育计划的安排进

行。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劳动创造的价值，原则上用于改



善学习条件，不直接分配给个人。校办企业要创造条件，尽

可能接纳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或辅助劳动。八、以

上意见的适用范围与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３〕２５号文件相

同。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把发

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的精神，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本

意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出

发，制订进一步扶植中小学勤工俭学的政策。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