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予以核减。

（二）逐步完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

涉农税率。要整体降低农业各税税

率，使其保持在与一般工业品相应的

水平上，这样才能体现出对作为基础

产业的农业的重视。对普通农产品和

特产品征税要一视同仁。现在特产税

的税率高于一般农产品的税率，实际

上是对特产种植的一种抑制。要加大

监督力度，把农业各税的减免政策落

实到位，该减的一定要减下去；同时

强化征缴措施，该收的税一定要收上

来 。
（三）重新审定收费文件，坚决维护

农民权益。对涉及向农民收费的文件

要重新认真地来一次清理，要从减轻

农民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审视

其合理性。清理要多征求乡村干群的

意见，确实让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从文

件中消失。政策一经确定，就要维护

它的严肃性。对涉农收费的文件要实

行三公开。即：公开收费项目，公开

收费标准，公开收费范围。加强督

导，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采取坚决

果断的措施予以纠正。
（作者单位：湖南石门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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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财务统管”新模式

给赤峰带来新变化

李占卿  于立泳  张文顺

赤峰市元宝山区是内蒙古自治区

25 个亿元财政收入旗县区之一，虽然

人均可用财力居赤峰市首位，在内蒙

古自治区也名列前茅，但有限的财力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矛盾仍很突

出。为降低行政成本，元宝山区政府

和财政部门在机制和源头上摸索节支新

方法，新思路。并率先垂范，首先

在元宝山区的 29个党政群机关推行了

“公共财务统管” 模式。这一模式实

施五年来，元宝山区财政局在对区直

属机关财务管理方面，节省了人力，

提高了办事效率；转变了机制，提高

了服务质量；强化了监督，提高了资

金使用效益。五年直接节省财政支出

335万元，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一、“公共财务统管” 模式诞

生的原因

元宝山区之所以在区直属机关实行

以 “公共财务统管” 模式为核心的公

共服务管理改革，主要基于以下几方

面原因。一是机关服务人员庞杂，人

浮于事。在改革以前，29 个单位均有

数量不等的公勤人员、打字员、 财会

人员，多者五六人，少则二三人。二

是服务机构重复设置，造成人力、 物

力、 财力浪费。改革前，不管单位

大小，人员多少，工作业务量大小，

都得设有打字室、财务室，服务设施

等一应俱全，造成财力浪费。三是财

政财务管理滞后，难以实施宏观有效

管理。主要体现在 “四多四难” 上。

即银行账户多，货币资金难管理；各

类票据多，收支凭证难管理；违规账

目多，会计核算及档案难管理；违纪

违规问题多， 财务收支难管理；四是

财务核算部门和环节多， 财政监督管

理难。

1994 年元宝山区区委、政府及财

政部门，以区址搬迁为契机，全力推

进以保证党政机关正常运转为目标，

以规范财政财务行为的 “公共财务统

管”模式为手段的后勤服务保障体系

改革，成立了元宝山区 “公共事务管

理中心”，为正科级事业单位， 隶属

于区政府领导，负责在区党政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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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的29个县处、科局级单位、530

人的以财政财务管理为核心的后勤事务

和行政服务的公共管理。

二、“公共财务统管” 模式的

内容

所谓“公共财务统管” 模式，是

在保持原区直属机关单位资金使用权和

财务自主权不变的前提下，实施财政

性资金预算、结算、核算、 监督管

理于一体的一种新型单位财务管理体

制。其实质和核心是 “两分离、 一

结合”，即实现预算单位与会计人员

分离、 资金使用权与会计核算权分

离；会计服务与监督管理有机结合，

融财政监督于会计服务之中。

“公共财务统管” 模式，集中体

现在以下几项制度创新上。

1.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心建立统一的

公共财务部， 实行会计记账代理制。

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各单位预算的编制、

审核；负责单位预算执行情况的内部

监督检查；负责各单位原始凭证的审

核、 记账、 汇总报表；对资金运用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考评，定期通报

结果；负责各项费用支出的审核、 报

销及工资发放、 票据管理；负责各单

位预算资金专户存储、医疗保险以及住

房公积金管理；负责所在综合楼内各单

位的预算内外资金及专项指标的统筹管

理，分类分户记账、算账、报账各环节

全过程的基础工作。

2.取消所有统管单位的账户，公共

财务部在银行开设一个账户；取消统管

单位会计机构和人员，将14个独立核算

的预算单位合并为公共财务部。原各独

立核算单位的会计机构一并取消，只

配备一名兼职会计联络员，负责代发

工资，费用报销、信息传递等。

3.统一账户管理 统一票据管理 统

一记账。

4.统管单位资金所有权不变，领导

审批权不变，资金来源不变，资金使用

方向和用途不变。

5.建立财经管理制度；财务收支审

批制度；票据审核管理制度；收费和

罚没收入上缴制度；会计核算程序制

度 。

三、
“公共财务统管” 模式的

作用

“公共财务统管” 模式，不仅是

加强旗县区直属机关财政管理的有效途

径，而且是基层财政管理机制的一次创

新。它能从根本上解决旗县区直属机关

财政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这对于财政、 财务、 会计、 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等重大理论实践问题都

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是强化了财政监督职能。在原来

的财政财务管理模式下，财政监督只能

有内部有名无实的牵制制度和事后检查

这两种选择。而“公共财务统管”模式

实行集中代理会计服务，适应了统管单

位业务量小、单独设立会计成本高等客

观情况，解决了财政管理中的“四多四

难”和会计工作质量低的问题。将财政

对统管单位财务支出过程的监督，纳入

会计服务的具体工作中。这样既减少了

监督客体数量和中间环节，又提高了监

督质量和工作效率。

二是实现了机制创新。在收入管理

上，对区直属党政机关各单位的预算

外收入，公共财务部严格票据源头控

制，并定期复查收入上缴情况。公共

财务部将上缴的收入及时缴入财政专

户、一改过去单独核算时的边收边

支、坐收坐支的现象，真正实现了收

支两条线管理。在支出管理上设立了

经办人签字、 单位领导审签、财务部

审核、专人复核、区财政和审计部门

检查等五道关口，一改过去单位自行

用款、自行审批、 自行记账报账的旧

模式。实现了资金使用权和审核报销

权分离，创新了财政资金收支监督运

行机制。

三是体现了管理科学。在预算管理

方面由过去财政平行管理的 14 个独立

核算单位减少为平行管理的一个专门机

构，年初编制预算、年终决算和强化预

算执行情况等一些具体核算过程，都

由公共财务部集中完成，减轻了财政

工作人员的压力，增加了预算管理的

透明度，使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

更简单直接明了；在资金分配和使用

上，有利于统一调配，集中资金办大

事；有利于政策标准的统一制定，并

保持规章制度的连续性，特别是在预

算外资金专户管理方面做到了应收尽

收，无截留坐支现象；在监督管理

上，有利于公共财务部和预算统管单

位的双向监督；在会计管理上，有利

于实现会计现代化管理。在减员增

效，降低行政成本方面，现在代理的

独立核算单位的会计机构和人员，如

果按以往常规配备会计和出纳， 至少

需 28 名在编人员，而现在只需 4 名同

志就担负起了全部工作，每年直接节

省财政资金 17万元，节省人员24名以

上。而且做到了财务简明、 账目清

晰、 人员精干高效，保证了会计信息

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了

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水平。
（ 作者单位：内蒙古赤峰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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