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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 “ 一年预算

预算一年”的怪圈
马

善
记

国 家预算收支批准起讫 的 有 效期

限，通常为一年，即预算年度。本来，各

级政府每年提交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的年度国家预算收入计划，一经批

准，就具有法律效力，不得随意变动，但

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随意调整的现象

时有发生。要钱的报告不断，要求追加

预算的报告频出，各级财政扛不住、顶

不住，只得调整预算，使“一年预算”变

成了“预算一年”，令国家预算的权威性

大打折扣。

“一年预算”缘何变成了“预算一

年”？究其原因，笔者以 为，主要与预

算编 制 万 法老套有 关。我国 传统的 预

算编制办法是收入按 类别，支出按功

能。实践表明，这种传统的预算编制方

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

求，暴露出了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

预算编制方法欠科学，编制出的预算过

于粗疏、太过笼统，且网眼太大，容易

出现漏洞；预算的内容缺乏透明度，容

易导致预算分配过程中的“黑箱操作”；
预算资金分散，容易影响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益，等等。

那么，如何走出“一年预算、预算

一年”的怪圈呢？关键的关键是要改革

预算编制办法，改革的方向就是推行

部门预 算。何谓 “部门预 算”？简

言之，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编制

部门预算是将部门的所有收支都编在一

本预算中，一改财政部门内部相关部

门和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归口 管理的作

法。这样一来，部门预算就能综合反

映一个部门一年内所有的收支活 动，

一目 了然，不 仅公 开 、 透明 ，便 于

审查监督，而且增强了刚性，有利于

减少乃至杜绝追加 预算的随意性。
欣闻财政部从今年起改革中央预

算编制办法，开始 试编部门预算，地

方财政部门也在逐步推开，国家预算

编制将逐步走上科学、 规 范、公平、

透明的轨道，预 算约束力将不 断增

强。我们有理由相信，走出“ 一年预

算、预 算一年 ” 的怪圈指 日可待。
（作者单位： 湖北省襄樊市财政局）

财经评议 对 “债转股” 要冷思考

方震海

时下中国经济的热点甚多，债转

股可算得上是其中之一。自 1 999 年 9

月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北京建

材集团签订我国首笔债转股协议以来，

信达、 华融 、 长城、 东方等 四 大资

产管理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债转

股框架协议已超过 2 0 0 亿元。还有更

多的企业要求加 入债转股的行列，仅

仅到 1 999 年 1 1 月，就有 500 多家企

业提出申请，资产总量超过 3 5 0 0 亿

元 。

债转股真的是一转就灵吗？当然，

对于企业来说，大笔的债务 变成资本

金，免去了还本付息之苦，财务状况将

大大改善，而银行也将这部分不良资产

转移出去，可说是皆大欢喜。问题是，烫

手的山芋扔给了资产管理公司，潜在的

风险仍在，如果运作不好，股权不能转

让出去，那么债转股只是作了一次财务

游戏。

表面上看，债转股能否成功取决于

资产管理公 司的运作和最终股权的退

出。其实不 然，资产管理公 司的运作

虽 然是关键的因素，但最终还是要取

决于企业。这就要求债转股的企业按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改革，在转换

经营机制上苦下功 夫，强化管理，提

高效益，使资本得以流动和升值。如

若不 然，债转股只是使账面上暂时好

看一点，长远上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

脱找不到市场、产品 缺乏竞争力，效

益滑坡、 亏损加 剧的泥潭，步入吃完

财政（拨）、吃银行（贷），吃完银行、吃

股民（上市）的怪圈。

另一方面，债转股要凭借“ 转让 ”、

“回 购 ”和“上市 ”使债权转过来的股权

真正转起来，还需要发达的资本市场体

系，加快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发

展是当 务之急。资产管理公司不可能成

为债转股企业的长期股东，必须要有顺

畅的股权退出渠道。资产管理公司在处

理不良资产时要采取出售、重组、证券

化等方式，其中资产证券化比较复杂，

即将一组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经过

一定的组合，使这组资产所产生的现

金流收益比较稳定，再配以相应的信用

担保，把这组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

的收益权，转 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

动、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型证券。没有

成熟的资本市场和相应的外部环境，不

但资产证券化很难运作，出售、重组也

将困难重重。

应该清醒地看到，债转股只 是给

一部分国企脱困寻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契机，绝非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特

别是考虑到债转股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一系列问题和风险 ，如 道德风险

等，我们不能奢望过高。债转股不是

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构建现代企业

制度、现代银行制度、 完善资本市场

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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