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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湖南省湘西州财政部门

从预算管理薄弱的实际出发，坚持以州

带县，狠抓预算管理，促进了全州财政

改革和财政工作。
一、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一是建立

州与县市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州属企

业的税收除上缴中央、省级税收和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就地入县（市）

库外，余下税收为州级财政固定收入；

营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城建税作为州与

县市共享收入，营业税、农业特产税增

收部分州与县市三七分享，城建税按实

际入库数州与县市二八分享。二是理

顺州与州府所在地吉首市的税收征管

体制，明确界定了州与吉首市的收入划

分。三是实行了“划分税种、划分范围、

定收定支、定额上解（定额补贴）、消费

税和增值税递增目标管理、超收全留

（或分成）、短收自负（或分担）、一定三

年（或五年）”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使

乡镇真正成为一级实体财政。
二、强化预算约束。一是预算编制

坚决“不打赤字”。过去州辖几个困难

县由于财力存在硬缺口，年年打赤字预

算。1999年全州坚决执行《预算法》，严

禁县市打赤字预算，实现了州本级及全

州 8县市年初预算收支平衡。二是预

算审批坚持“民主集中”原则。每年的

财政预算都要经过局党组、州长办公

会、政府常务会、书记办公会、州委常委

会、人大主任会等层层把关和审核，最

后由人代会审查批准，整个预算审批的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理财和依法理

财的过程。三是预算执行贯彻“确保重

点”的原则。首先是确保工资的发放，

县市自组收入的 60-70% 及上级工资

调度的 100% 必须全额转入工资基金专

户，要求各县市将兑现工资作为支出安

排的重中之重予以确保；其次是确保农

业、科学、教育、扶贫及全州重点项目资

金的到位；第三是确保机关正常运转所

必需的会议费、接待费等基本需要。四

是决算编报突出“宏观监控”。人大加

强了对本级预算执行及预算调整情况

的监督，督促政府严格执行预算、坚持

依法办事。政府加强了对财政赤字和

企业返还的控制。1998 年，州财政遏制

了连续八年赤字累增的势头，首次实现

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财政对

企业的税收返还也比上年压缩 54.6%。
三、规范专项审批程序。近年来，

湘西州财政对单位实行经费包干以后，

基本保证了机关正常运转的需要，调动

了各单位理财的积极性，有效地节约了

开支。但是，在包干之外申报追加经费

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要钱的报告

多且乱，许多应由包干经费开支的项

目，也打报告要钱；二是有些单位片面

认为只要打了报告就应该给钱；三是经

费申报和审批程序不明确，运作欠规

范。为此州里专门下发通知，明确了专

项经费的申报范围、审批权限和审批程

序。
四、加强难点热点支出管理。对会

议费实行会前审批、分类管理的办法；

对接待费实行核定标准、定点接待的办

法；对通讯费实行核定标准、限额报销

的办法，从 1995 年 12月 1 日起，凡是公

费配置的住宅电话及移动电话，一律作

为自费通讯工具管理，按不同级别分别

核定费用标准后，在标准范围内限额报

销。另外，还加强了对周转金及专控商

品特别是小汽车的控购管理。
五、健全资金督查体系。针对目前

财政资金管理存在的重审批、轻效益，

重核算、轻监督的实际，加大了对财政

各项资金跟踪问效的力度。一是加强

对工资调度资金的跟踪问效，确保工资

发放及时到位。为了解决近年来困难

县欠发工资日益严重的问题，把工资作

为财政支出安排的重中之重，在资金调

度上给予了重点倾斜，而且从 1998 年

起，每对县市调度一次工资，都派员下

县督查，确保调度资金用于拨付工资。
二是加强对扶贫资金的跟踪问效，确保

资金专款专用。随着国家对中西部民

族贫困地区扶贫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各

项扶贫资金日益增多，为了确保专款专

用，每个县市都设立了扶贫资金专户，

对扶贫资金从省到县层层实行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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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封闭运行，并开展了以工代赈、特

困村扶贫、股票售表、水利建设、救灾等

资金到位情况的专项检查。三是加强对

包干内经费的跟踪问效，适时调整财政

预算安排。对包干内人员经费严格按照

编委编制数核拨经费；专项经费则根据

各单位实际情况适时进行增减调整，并

加强了跟踪检查和调研。四是加强对临

时专项追加的跟踪问效，发挥资金应有

效益。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往往会产生

一些超预算的临时性专项支出，对这些

支出各单位向财政要钱时往往存在宽打

窄用的现象，因此，对这些部门专项支出

加强了核实和检查，较好地发挥了财政

资金的应有效益。
通过规范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

管理措施，湘西州本级预算管理工作有

了起色，全州预算管理面貌有了新的改

观，预算管理更加规范了，预算工作质量

提高了，财政收入也上了新台阶。1998

年，全州财政总收入达 6.68 亿元，为

1990年的 2.66倍，年均增长 13.02%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西州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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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银联网共促
预算外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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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户作为“第二金库”，在加强

预算外资金管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为确保财政专户资金的准确、

安全与及时，各地财政部门都在探索加

强财政专户管理的新思路、新做法。湖

南省衡阳市于 1997 年 10 月在全市四家

商业银行、两家城市信用社及信托投资

公司设立了 7 个财政专户，52 个收费网

点。对收费实行委托银行收款、资金直

缴财政、取消各执收执法单位收入过渡

户的管理方式。通过两年多的实践，在

记账方式上，从手工记账到通过电脑入

账，再由电脑入账到与银行联网后的自

动记账，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使预算外资

金管理工作朝更加规范、高效的方向发

展。

一、财政与银行联网的必要性

财政与银行联网，就是各代收点在

收取缴款人交来的款项后，根据缴款通

知书上的项目，依次按照财政部门的要

求输入电脑，各项数据通过联网传输到

财政部门。
1.财政与银行联网是加快各项收费

资金入户的需要。联网前，个别代收点

在办理财政代收业务过程中，存在因银

行清算、压单等原因很难保证各项收费

及时进入财政专户的现象，而财政部门

只能等到各执收执法单位对账时才能发

现，有时资金入户延迟达半年之久。联

网后，各代收点在办理代收业务时，就必

须将各项数据输入电脑，直接发送到财

政部门，因此，不管财政部门是否收到票

据，有关数据通过联网第二天就能查询

出来。
2.财政与银行联网是财政部门记账

工作的需要。作为预算外资金收支的

“总出纳”，财政综合计划部门担负大量

的记账工作量。以 1998 年为例，全市财

政专户收费资金收入累计达 4.6亿元，

核算的业务量达 30万笔以上，平均每天

近千笔。如果还沿用以前手工记账方

式，工作量大，而且在记账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也较多，如串户、金额记错等等，大

部分时间都花在记账工作上，很难抽出

时间进行其他管理工作。联网后，由两

位同志专门负责财政专户的记账工作即

可，资金及时入户的同时，准确性也大大

提高。
3.财政与银行联网是财政专户管理

的需要。财政部门需要随时了解各执收

执法单位执收资金的动态情况，同时对

各财政专户资金的余额也需随时掌握，

一则可加强对各执收执法单位预算外资

金收支计划管理，二则在资金调度上做

到心中有数。联网前，由于受记账时间

差及银行票据传递的影响，财政部门的

银行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未达账项多，

影响财政与各执收执法单位、财政与银

行的对账工作。联网后，由于数据传输

及时，不仅减少了对账的工作量，而且保

证了各执收执法单位执收资金在专户上

的余额以及各专户资金余额的准确性，

工作上有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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