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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省政府出台

乡村减债 “七法”

本刊通讯员

一是收欠减债法。对应当清收的

政府债权，各地成立了专门清欠机构，

制定统一政策，采取行政、经济、法律

等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回收，

并将所回收的资金专项用于还债。
二是折卖减债法。采取变卖资产、

抵押物资、拍卖交通和通讯工具、转让

部分公共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等方

式，多方回收资金偿还债务；对经营不

善、资不抵债的乡（镇）办企业，通过资产

重组或申请破产，尽可能盘活存量资产

用于偿还债务。

三是精兵减债法。结合乡镇机构改

革和“撤区并乡”工作，坚决清理清退

临时聘用人员，并对乡镇内设机构进行

精简、合并，大力压缩行政管理和事业

单位人员，切实把恶性膨胀的人员经费

控制下来，并将节省的支出专项安排还

债。

四是核销减债法。对过去省、市、

县财政有偿扶持的项目所形成的债务，

如确属政策原因无法归还的，乡镇政府

可向上级财政申请豁免核销；对以政府

或集体经济组织名义为企业贷款或担保

形成的债务，企业仍在正常经营的，经

与债权人协商，履行相关手续后，原则

上一律划转给企业自行偿还。
五是引资减债法。本着“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

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

领域，尤其是规范和鼓励私人办学、行

医，为基层政府解除与其财力不相适应

的事权负担，有利于集中财力偿还债

务。

六是改革减债法。全面推进各项财

政改革，切实加强财政管理，尽可能从

综合财力节余中安排资金还债。各乡镇

对办公费、差旅费和接待费实行“总额

控制、 单项管理、包干到人、超支自

负”的管理办法，并推行乡村财务公

开制度，大力控制和压缩一 般性支

出。
七是发展减债法。抓住西部大开

发的机遇，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

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做好产业

化经营、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劳务

输出和小城镇建设 “五篇文章”，夯

实经济基础，培植新兴财源和替代财

源，以增加收入来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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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实现五个突破

本刊通讯员

1 、预算编制范围上有新突破。教

育经费预算不仅实行部门预算，而且实

行完整的综合预算。各高校和事业单位

的年度预算收入不仅包括财政补助收

入，而且必须包括预算外收入和其他收

入。支出除经常性支出、专项支出外，

还包括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支

出、自筹基建支出等，此外大宗仪器设

备购置必须编制政府采购预算，这些都

增加了年度预算的综合性和完整性。

2、 预算编制层次上有新突破。按照

细化预算编制的要求，人员经费按照定

额标准编制到二级单位，专项经费细化

到项目、分解到高校和单位，在预算之

初就避免二次分配问题，增强了预算的

预见性和到位率，使各高校和二级单位

在预算年度开始，就能够统筹安排预算

内外的资金，尤其是专项经费，避免了

“一年预算、预算一年”的现象。

3、预算编制程序上有新突破。教育

部门预算不仅采取了“两上两下”的编

制程序，而且在参考学校近三年的财政

拨款、预算追加、经费执行等情况的基

础上，将经费预算细化到二级单位，经

综合平衡提出草案，经省人代会审查

批准后予以下达执行。这样，不仅增

强了预算编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而

且也体现了预算编审的民主化和法制

化。
4、预算编制方法上有新突破。对

各单位预算编制的方法基本统一，按

照财政的定额标准算账，可以略作调

整，但财政批复预算后，二级单位、

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必须是 “一本

账”。在具体方法上，按照全额、差

额和自收自支细化了各高校的编制结

构，实行分类供给，增强了人员经费

安排的科学性。
5、预算编制管理上有新突破。明确

将预算安排与体制改革、减员增效、后

勤改革、学校编制等相结合，强化了预

算的宏观管理意识，同时初步建立了各

高校基础资料信息库，为以后年度的预

算编制提供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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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资金

财政直接拨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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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级财政部门在国有或股份制

商业银行开设“政府采购资金专户”，撤

销部门和单位原有专项用于采购资金的

账户，加强对政府采购资金的监督管

理。
2、国有或股份制商业银行办理政

府采购资金划拨业务的资格由同级人民

银行国库部门负责认证，对认证合格

的商业银行，由财政部门通过招标形

式确定为代理银行。
3、按采购方式的不同确定资金拨

付方式。对按规定实行集中采购的，

采购资金采取财政全额直接拨付方式，

即属于预算资金和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

预算外资金，由财政直接将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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