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栏目主持 陈素娥

打造乡镇

“阳光财政”

王 宏

广东省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制度改革

始于世纪之交，试验田在佛山市

南海区西樵镇。为改变财务管理制度

混乱，普遍存在“包包账”、“捆捆账”

的现象，该镇依托先进的财务管理信

息系统和训练有素的财会人员，设立

财政结算中心，把镇属所有行政事业

单位的财务收支全部纳入结算中心集

中管理、 集中核算。

这种管理模式实现了“政府当家、

财政管家、部门管事，政府一盘棋、财

政一盘账”的目标，大大提高了财政资

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效益性。

财政结算中心是经县级以上机构

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由

镇政府直接管理，人员编制一般在5-
10人，人员经费由政府预算安排。中

心实行“统一管理、集中核算、三权不

变”的管理模式。“统一管理”即镇属

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活动，

全部纳入结算中心集中管理；“集中核

算”是指结算中心按单位名称单独设

账，分户核算，实施“非零户”管理，

原则上一个单位只开设一个经费收支

账户（基本户），用于单位日常经费开

支，并由结算中心统一办理结算业务，

除财政资金来源外，只支不收；“三权

不变”是指各单位的资金使用审批权

不变、资产所有权不变、财务自主权不

变。各单位支付行为的审批制度由各

单位制订，经镇财政所审批后报结算

中心备案。对资金支付的审批，由各单

位负责人或其主管领导负责，结算中

心根据备案的单位审批制度，审核每

笔支出的审批手续是否健全合规，审

核无误后办理支付。财政结算中心的

职责是监督、管理和服务，对单位的各

项收支业务不加具任何审批意见，各

单位仍然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和会计主

体，单位负责人仍然是本单位会计工

作第一责任人。

财政结算中心主要管理包括收入、

支付和凭证传递等3个流程，每个流程

都由计划、实施、统计分析、报告和反

馈5个阶段组成。以收入管理为例，在

计划阶段，由各单位提出一年的收支

预算，报财政部门审核，财政部门按照

“量入为出”的原则批复预算，并交结

算中心输入电脑“存档”。在实施阶段，

各单位向财政部门提出票据领用申请，

经批准后，由财政部门票据专管员将

相应的票据核发给结算中心会计，再

由单位报账员向结算中心会计领取票

据。单位收取款项时，由交款人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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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存入单位的过渡性银行收入专户

（该户只收不支），并凭银行交款（交

费）证明到单位领取票据，单位报账员

定期或不定期将票据存根交结算中心

出纳，出纳再将票据存根交给会计，这

就完成了整个票据循环。银行每月将

该单位所有的收入自动转到财政专户，

纳入财政管理，从而完成收入一条线

的资金流。在统计分析阶段，银行将资

金收入状况报结算中心出纳，出纳根

据银行出具的单据将已收款和未收款

分类，管理软件自动将已收款的信息

流入出纳账，将已开票但未收款的信

息流入统计表，会计复核后将电脑系

统输送过来的数据记入会计账，月末，

会计账与出纳账自动核对。在报告阶

段，管理系统生成票据和收入报告报

财政部门，结算中心将其中的收入报

告转交各单位。在反馈阶段，财政部门

将各单位预算收入完成情况向单位通

报，督促各单位采取措施完成预算目

标。

2001年底，广东省财政厅在全省

推广西樵经验，并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

间，基本实现全省乡镇财政财务管理

集中化、信息化。实践证明，成立乡镇

财政结算中心，实行乡镇财政财务集

中管理，是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

创新。

1
.
强化了财政管理职能，为深化

财政改革、 落实中央支农政策搭建了

基础平台。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

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系统平台和统一

组织实施”要求建立起来的财政结算

中心，以会计集中核算为核心，以现代

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融预算、票据、

资金、资产、工资、合同等管理于一体，

运作规范透明、管理科学高效，实现了

对用款单位财务收支全过程的有效监

控，符合公共财政理财法制化、管理科

学化和决策民主化的改革取向，为部

门预算、 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

线”、政府采购等财政改革措施的顺利

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持，为中央支农政

策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坚强保证。江门

市财政局俞雪花副局长说，按照政府

出一点、农民出一点的原则，许多农民

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但一些农

民对自己缴纳的资金总不放心，怕被

挪作他用，由财政结算中心集中管理

后，农民打消了顾虑，因为结算中心有

一本“明白账”，张三、李四看病花了

多少钱，一清二楚。

2.提高了乡镇政府对财政资金的

调控能力，为推进“两个文明”建设、

巩固基层政权提供了财力支持。乡镇

财政财务的集中统一管理，使乡（镇）

长对全乡（镇）财政状况和资金使用情

况有了全面、直观、及时的了解，有利

于加大政府对资金、资产的调控力度，

优化资源配置，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

到刀刃上，确保“两个文明”建设的需

要。西樵镇镇长刘涛根说，以前财政资

金分散管理，各单位究竟有多少钱、还

需要多少钱，乡镇长心里没数，全凭各

单位“自觉”，一方面“会哭的孩子有

奶吃”，造成各单位苦乐不均；另一方

面“穷庙富和尚”，镇政府捉襟见肘，而

有的部门却富得流油。现在就完全不

同了，由于财政结算中心与乡镇长办

公室联网，只要打开电脑，通过领导查

询模块，各单位的财务状况就清晰呈

现在眼前。这样，就可以在预算安排、

资金集中等方面做文章，既减少了资

金沉淀、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又使

大、急、特、难事情有了资金保证，促

进了各项工作顺利运转。
3.加强了财务管理和监督约束，

促进了廉政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西樵镇财政所长梁惠颜说，财政

结算中心把各单位经批复的预算指标

录入管理系统，各单位来报账时，计算

机系统自动核对经费支出是否还在预

算范围内，超过预算就不能再打印支

票，这种变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监督

的方式，有效控制了铺张浪费、大手大

脚花钱的行为。财政结算中心成立以

来，对财务问题的举报、上访明显下

降。以前群众不相信干部，现在结算中

心对乡镇、 村委会财务收支一个月一

小公布、 一季度一大公布，大家信得

过、心里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明显

改善。

4.降低了行政成本，并为推进乡

镇机构改革、 提高有关政府部门的监

管效能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行乡镇财

政财务集中管理后，乡镇所属行政事

业单位的会计、出纳岗位一律取消，各

单位仅保留1名报账员，大大节约了行

政事业经费。如杜阮镇成立财政结算

中心后，财会人员从原来 50多个行政

事业单位和村（居）委会的近 100人缩

减至9人，一年就节约人员经费近200

万元。目前，乡镇机构改革正稳步进

行，在撤乡并镇过程中，成立财政结算

中心的乡镇合并起来很顺畅，因为彼

此家底都很清楚，免去了翻旧账、查老

账、清烂账之烦恼。恩平市审计局的同

志认为，乡镇财政结算中心的成立，为

审计监督打开了方便之门。现在，只要

到财政结算中心就可以查阅所有单位

的账套，再也无需疲于奔命了；同时，

审计软件与会计核算软件的数据接口，

使账目追踪十分方便快捷，审计工作

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监督效能充分

发挥。
（作者单位：财政部会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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