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年度稽查制度，对各项收费和

基金的征缴情况、票据使用、账户设

立以及“票款分离” 的实施，资金收

取和使用等情况，进行一年一度的

监督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实现了

稽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几年来共

查处违纪金额 580 万元，清理乱开账

户 120 多个，检查出的各类问题都严

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和规定进行处

罚，真正使违法违纪者在政治上丢

名声，在经济上又得不到好处，在全

社会大大震慑了在非税收入管理工

作中的各种违纪违法行为。二是推

行收费政策公示制度。利用电视、广

播、公开栏等对财政各类票证的式

样及相对应的收费性 质 、收费范

围、填写要求进行详细的介绍，对不

使用财政票据收费、罚款的，当事人

可持违规收费票据到财政部门上诉

并要求退款，对丢失票据的要严格

查处，对乡镇财政票据定期实行清

理检查。市里还建立了票证稽查监

督网络机制，实行分级管理，责任连

锁，强化对截留、坐支收罚资金逃避

财政专户和金库管理，违规使用票

据的 监督检查。三是落实奖惩政

策。为调动各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

性，市政府出台了非税收入奖惩办

法 ， 规定 超收分档分成的具体比

例，对完不成收入的单位，也做出了

相应的处罚规定。此举对乱收乱罚

乱用、应征不征、应罚不罚、随意减

免的违纪现象，起到较好的抑制作

用。四是建立定期向人大报告非税

收入征、管、用制度。在每年的两会

期间或人 大 代表集 中视查 工作期

间 ，财政部门主动将全市非税收入

使用、管理情况，认真向代表汇报，

征得他们的支持 、 理解，把非税收入

管理工作自觉置于人大代表和全社

会的监督之下。
（作者单位：山东省招远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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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改

革不断深化，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

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

政府有限的财政经营性资产被 “割

据”，肢解了财政，弱化了政府调控

职能。江苏省如东县委、县政府敢为

人先，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财政经营性资产管理之

路，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如东县县级机关中，共有 45 家

行政事业单位拥有经营性资产，总

值达 1.1 亿元，其中 80% 集中在县城

商业地段。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造

成资产闲置和浪费 ，其突出表现

在：一方面，资产低效使用，流失日

趋严重。有的单位将资产租给本单

位职工家属 ，或借机 安排职工家

属，不收或象征性收取租金，其中一

些承租人还以高价将资产转租给他

人从中牟利。少数单位擅自将本单

位资产划出一部分作为投资，组建

下属实体单位，其中有的因经营不

善而严重资不抵债，有些资产被法

院执行用于偿还债务。还有的将资

产收 益完全用于养 活单位编外人

员，拖欠、逃废租金情况也比较严

重，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另一方

面，资产收益使用违规违纪。如有的

单位资产收益支出不透明、合同不

规范、收据不合法；有的单位罚没物

资或以物抵资，资产长期不办理移

交手续；有的单位租金收入长期不

入账，或设立账外账，成为单位“小

金库”，或者坐收坐支，资产收益用

于发放职工福利，成为单位 “福利基

金” ；有的单位以非正常的招待费抵

扣租金等。不少单位和部门受旧体

制、旧观念的影响，把财政经营性资

产作为部门利益，当作“自留田” 争

财政资产、挤财政笼子、开财政口

子，想方设法隐匿财政收入。此外，

单位之间一些经营性资产收益不均

衡，导致了单位之间的 “苦乐不均”

和互相攀比，少数单位领导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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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面处事不公、分配不均，使用

不廉，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群众很

有意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

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长期

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成为财政监

管的 “遗忘角落”。要改变这种状

况，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基于

这样的 认识 ， 如东县结合自 身需

要，借鉴外地经验，对行政事业单位

经营性资产实行统管，从源头上堵

住经营性资产流失的漏洞。

2002 年 5 月，如东县委、县政府

分别下发《关于行政事业单位经营

性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和《关于印发如东县行政事业单位

经营性资产集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决定从创新资产管理体制入

手，明确在集中统一管理过程中坚

持三条原则：集中所有权，各类行政

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资产所有权一律

划转国资管理部门；理顺管理权，变

分散多头管理 为专门 机构集中管

理；统一收益权，将所有资产收益全

部纳入预算总盘子，实行综合预算

管理。
1.建立组织，登记台账。为了加

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县建立

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并组成如东县行政

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

受县政府委托行使经营性资产管理

权，负责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经营

的管理监督和资产处置。具体分为

宣传发动、登记核实、界定确认、清

理核准 、 检查验收 五个阶段来操

作。在宣传发 动统一认识的基 础

上，对各单位形成经营性资产调查

汇总资料 ，办公室从资产是否 真

实、完整，产权是否清晰，债权债务

关 系是否属实 ，经营手续是否 完

备、公正、合法，前期租金收入使用

是否规范这五个方面逐一核实经营

性资产及租赁、承包合同等，进一步

完善经营性资产管理台账。

2 .公开竞争，阳光操作。按照

“优先出让，能售不租，能租不闲”

和 “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实施

资产的出售和租赁活动。采取的主

要方式有：一是对单 位闲置的 土

地、房屋设备等资产，统一由经营性

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处置，通过出

让、出租等方式盘活；二是对临街

面、市口好的优质资产，优先考虑出

让，条件成熟的予以公开拍售；三是

对一时难以出售的资产，组织公开

拍租；四是对行政事业单位用于社

会化服务的资产 ，采取承包经营的

方式。县科技中心建成后，欠银行贷

款 1 1 5 万元，每年需还利息 7 万多

元，该中心底层店面房面积 442 平方

米，统管前租金 7 万多元，只能用于

支付利息，2002 年如东县将此作为

首期拍 卖标的 ， 8 位私 营业 主以

14 8.35 万元买去，比拍卖基价升值

49.55 万元，不仅还清贷款，还结余

20 多万元。

在资产集中管理过程中，如东

县还对依附在资产上的各类经营实

体进行了清理，通过行政关闭或改

制脱钩，彻底解决政企不分问题。资

产集中统管后，对资产变现收入和

经营收益实行了“收支分离”、“票款

分离” 管理。在支出管理上，变现收

入和经营收益首先用于偿还因投入

形成的债务，其余部分用于事业发

展。通过辛勤的工作，资产权属关系

已全部理顺，优质资产已基本得到

处置，各类违规合同已基本理清。在

此基础上将变现后所剩余的存量资

产全部移交国资部门，由国资部门

按照集中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的

要求纳入正常管理。
3.严明纪律，明确责任。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为确保集中管理顺利

进行和各类手续顺利交接，管理办

与各单位签订了《县行政事业单位

经营性资产集中管理责任书》，明确

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各单位按照责

任书的规定，对各自经营性资产进

行清查盘点，做到家底清楚、账实相

符。对不予配合、不履行职责，造成

国有资产流失的，超越规定权限擅

自处置资产或将资产转移其他单位

经营的 ，隐瞒不报逃避财政监管

的，拒绝集中统管造成负面影响的

单位，严肃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人的责任。与此同时，财政部

门还将实行经济处罚并缓拨单位经

费。
如东县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

资产进行集中管理，有效地解决了

经营性资产收益分散、流失严重、效

益不高等问题，堵塞了资产管理上

的漏洞。通过竞拍出让经营性资产

中的原有国有划拨土地，改变了土

地用途，显化了土地价值。至 2002 年

年底，已成功变现资产 1 111.8 万元，

平均升值率达 35% 。同时大量积淀在

资产上的财政性资金得到了回收利

用，政府对财政性资产的调控能力

也明显增强。如县交通局一处 3 层楼

的临街经营用房，建筑面积 1500 平

方米，一直处于低效使用状态，经过

统管后，被划拨给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不仅有效解决了中心办公用房

问题，而且还节省财政支出 300 多万

元。此外，由于这部分经营性资产完

全纳入财政监督管理范围，“小金

库”、“坐收坐支” 等一些久禁难绝的

问题，基本得到治理，公款吃请问题

得到较好的解决，利用资产以 权谋

私、乱花滥发钱物的现象也从根本

上得到了制止。200 2 年全县行政事

业单位的招待费在 200 1 年下降 20 %

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8% 。事实表明，

推行公共财政经营性资产管理这一

做法，为我们进一步深化财政制度

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

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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