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支预测等方法，在国库收支活动中

确定国库最佳现金持有量，确保各支

出机构及时获取实施其预算所需的资

金、最大限度地减少预算执行中的调

整行为。同时，采用先进的制度与技术

尽可能地加速资金入库、延缓资金出

库，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效益。该

缴库的资金及时入库，该拨的款及时、

足额地下拨，该退、该补的资金尽快退

补到位，减少隐性财政赤字数额，减轻

国库收支对银行信贷收支运行的干扰。

3.在预算编制、金融管理等多个

层面进行配套改革。主要有：大力推行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资金控制，提

高资金效益，并将分散存放的财政资

金尽早集中于国库单一账户中来；推

进预算会计制度改革，逐步引入权责

发生制，充分反映政府营运与投资的

成本，及时确认与计量负债，确保财务

合规性、 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与财政

的可持续性；建立一个发达、成熟的货

币市场，增强市场流动性、培育市场参

与者、丰富交易品种，为高效管理国库

现金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政府

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和现代化银行支付

系统，设计与建设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系统，为国库收支的高效运作提供坚

实的技术支撑；修订与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和管理办法，实现依法行政与依

法理财。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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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

由“农民买单”向“政府买单”转变

——湖北省枝江市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杨玉娥

改
革开放以来，湖北省枝江市在又

好又快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

视教育事业发展，逐渐加大财政投入，

2006 年全市财政对教育总投入达 1 .3

亿元，比上年增长16%，高于财政经常

性收入增长速度，占当年财政总支出

的比重达21.64%。同时积极落实国务

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改革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经

费保障水平，一举实现了农村义务教

育由“农民买单”向“政府买单”的历

史性跨越。

（一）实行经费统筹。将来自中央

财政、省级财政两个渠道的资金、市级

财政增加的教育预算投入资金以及学

校自有资金等，归并到一个教育资金

专户，实行经费统筹、预算统编、支出

统付、采购统办、监督统管。2007年，

全市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总投入达 1.57

亿元，比 2006年增长 20%。其中来自

中央、 省级财政的分担资金分别为

1257 万元、 544 万元；来自市本级财

政在分担资金外的增加预算 3326 万

元。“四渠并一”的财政义务教育投入

安排为：免除学杂费 1134万元；提高

学校公用经费标准154万元；发放贫困

寄读生补助 96万元；建立校舍维修长

效保障储备金 354万元。

（二）部门预算编制到学校。全市

81 所义务教育学校全部编制了部门预

算，围绕提高财政预算的科学性和约

束力，对人员经费实行零基预算，编制

到人员经费项目明细。对公用经费按

学校类别和全市统一的公用支出水平

进行分类，详细制订了 26个款级支出

项目近100项支出内容的定额标准。人

员工资实行网络化发放，直达个人账

户，公用支出按定额和进度执行，项目

预算按进度拨付，实现了 “预算公正、

支出透明、收支规范、执行到位”的管

理目标，教师、学生通过点击教育财务

软件中预算管理模块可以直接查看中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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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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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省、市（县）级资金补助到校情况。

（三）“一镇两点”管理学校财务。

枝江财政在每个镇设立 2 个农村义务

教育财务核算点，负责对所在镇小学、

初中的财务核算，实现“用钱，控制、

记账”相分离。核算点统一安装“湖北

省农村中小学校财务管理软件系统”，

所有财会管理流程全部通过电脑处理，

实现学校、核算点、教育局、财政局共

享财务信息，实时监控预算执行、资金

流向。
（四）创新管理方式。在财政局、教

育局、 乡镇教育财务核算点之间建立

界面友好、互动性强并与外网隔离的

数据共享网络。对学校信息管理由事

后管理变为事中管理，账务处理由手

工记账变为软件记账。以往对学校的

财务分析需要 2— 3 天时间逐校调查，

现在仅需点击几下鼠标就可实现，大

大缩短分析时间。

（五）运用“四制”确保百姓受惠。

枝江建立了学校收费项目公示制、治

理乱收费一把手负责制、 应收资金专

户缴存制、违规收费责任追究制。全市

所有教育收费通过媒体、互联网、公开

信等形式公开，严禁统一订购或向学

生推销教辅资料，应收费用一律缴存

至财政专户。将治理各项教育乱收费

纳入工作目标考核，明确市财政局长、

教育局长、各乡镇党委书记、各中小学

校长为第一责任人，构建了治理教育

乱收费的长效机制。
（六）夯实基础，强化动态监管。一

是对义务教育学生档案实行网络动态

监管，一学期一核实，为落实政策提供

可靠依据，全市今年春季共核实公办

义务教育学校在校学生41569人。二是

对纳入贫困寄宿生补助范围的享受对

象严把认定标准，实行动态监管。先由

学生提出申请，村委会初审，学校在审

查并公示后由市级专门机构审核确定，

全市今年核定农村贫困家庭享受 “两

免一补”的学生 6658名，春季免费发

放教科书6658套，价值 34万元，补助

住宿生生活费 33万元。三是对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校舍进行安全鉴定后，对

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实施改造。全市共

确定 6 0 余所中小学校的危房面积

65000平方米，并按等级制定了维修改

造方案。在 2006 年以前就多方筹资

1000万元，完成了 45466平方米的危

险校舍改造，余下 30% 危房的改造资

金将陆续得到安排。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政策

的落实，使全市广大农民再一次成为

公共财政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继税费

改革后“耕种农田不缴税”又一次享受

到 “子女读书不交费”的优惠。全市

2007年减免学杂费 1134万元，4万多

个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农户平均减

负200元，享受免除学杂费政策的覆盖

面达 100%。近4000个义务教育贫困生

生均享受生活费补助240元。同时，随

着义务教育“政府买单”的预算刚性化，

学校办学条件得以真正改善，加快了学

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步伐。2007年，

全市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维修改造资

金达到了675万元，增强了应对突发之

需的能力。将有近30所学校在财政资金

支持下，完善硬件设施，争创湖北省级

“文明学校”、宜昌市级 “名牌学校”。

另外，在新的保障机制下，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 津补贴全额纳

入财政预算，实行市级统发，确保了教

师待遇按时、足额到位。一方面通过预

算提高教师收入，使义务教育教师工

资总额达到了 8718万元，人月均工资

2000元左右，高于全市公务员人均工

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启动了全市农

村义务教育教师绩效考核机制，对教

师发放绩效工资，每学年为每名教师

核定绩效工资2400元，按考核等次分

类发放。此外，为促进教师合理流动，

解决教师医疗、养老之忧，财政每年新

增社保支出 1300万元，将全市教师全

部纳入了社会保障范围。一些教师说，

新机制不仅保障了农家子女读书，也

惠及了乡村教师，为培育“永久牌”的

乡村教师队伍奠定了基础。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

施，使入学率、巩固率、义务教育完成

率不断攀升。今年，枝江市 21 所初中

的升学率首次达到 100%。今非昔比的

义务教育质量，反映着政府为基本国

策 “买单” 所带来的无限生机。

（作者单位 ： 湖北省枝江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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