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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

新型财政运行机制，对地方财政立足资

源优势谋求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同

时也要求地方财政必须自寻出路，自求

平衡，摆脱对上的依赖性。当前地方财

政普遍资金紧张，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地

区更是陷入困境。如何摆脱眼前困难，

发展壮大财政？盘活财力，管好用好财

政预算内外资金与财政有偿无偿资金，

不失为一条现实的途径。
——提高预算内资金使用效益。目

前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不够理想，资金

投放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使用管理不

善，存在重投入、轻效益的情况。要使有

限的预算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最佳使

用效益，以减轻财政压力，首先必须对预

算资金加强集中管理，统筹安排。当前

各个部门都强调自己职能的重要性，想

方设法立项目、争投入，分散了资金的管

理。相当部分资金专款不专用，甚至被

挪用、浪费。因此，要杜绝各地方政府职

能部门直接向上申请专款，而应由上级

财政把资金直接拨由下级财政统筹分

配，以避免专项补助款失控，把有限的资

金投向最需要的地方，为地方整体经济

利益服务。同时，要把增加资金投入与

加强使用管理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预算资金具有无偿特征，如果支出后跟

踪检查、监督不力，资金就可能脱离财政

预算的控制。因此，财政的分配职能要

从现有统筹安排支出的领域延伸到对资

金使用全过程的监控。如对农业、教育、

科技等增加投入，地方财政在执行中既

要保证资金落实到位，又要与职能部门

加强联系，共同把握整个资金的走向，确

保其真正发挥效益。
——规范预算外资金管理。要实现

预算外资金管理规范化，一 是要使资金

取之合法，取之有度。预算外资金是政

府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政

府行政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而征收的财

政性资金，这一性质要求预算外资金的

筹集必须符合国家宏观政策的需要。为

此，立项审批机关要依法核定收入范围，

避免因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侵蚀税基、挤

占预算内收入或超出社会承受能力。各

地方政府要按规定的项目收好收足。目

前一些部门和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擅

自设立项目、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

准，造成了管理混乱。要实施对预算外

资金的有效管理，对收入项目要继续进

行全面、彻底的清理，刹住收入源头的乱

根子。二是要分工征收，分类管理。预

算外资金的管理权收归财政，并不等于

财政部门要全揽征收工作。应实行直接

征收与监督征收相结合，对固定的、大宗

的项目逐步由部门征收过渡到财政征

收，对零星、分散的项目，由部门征收，财

政搞好收支计划的制定、收入票据的管

理以及经常性监督检查。三是要收支分

离，责利结合。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是

堵塞预算外资金管理漏洞，防止被截留、

挪用，造成浪费与流失的最有效办法。
收入应实行“分散开票、集中收款”，按照

预算外资金三大类型即各种专项基金、

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收入、事业单位收取

的公益性服务收费，在财政部门设立相

应的三个专户，所有预算外资金要求分

类缴入各自专户，执收执罚单位现有的

一切预算外资金银行帐户全部清理取

消，只负责开单并集中上缴。支出应由

财政根据地方经济发展与事业建设的需

要，统筹安排。
——盘活地方财政信用。财政周转

金在运用中，往往由于沉淀而失去作用，

难以发挥对地方经济的宏观调节和促进

地方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要发挥好

财政信用的功能，首先要清理历史沉淀，

甩掉包袱，盘活资金。没有周转金的回

收，就没有周转金的周转，必须采取果断

措施进行清理。一是转为无偿性拨款。

经仔细调查核实，确因政策性因素引起

的沉淀，可以转为无偿使用，不再回收。
二是以收抵支。由下一级政府统借统还

的周转金，从其调度资金中抵扣；由单位

借用的周转金，如果单位具有财政经费

拨款或无偿性投入，从财政支出中抵扣。
三是凭借法律手段回收。对少数抱消极

还款态度、清收难度大的欠款户，可以向

法院起诉，以强制手段促其还款。此外，

要健全管理机制，实现良性循环周转。
当前，财政周转金有的划归地方财政信

托投资公司管理，有的划归财政部门各

业务科室代办，权责不明，容易造成混

乱。为此，应在财政内部设立专门机构

负责周转金管理，建立一 套完整的财政

周转金管理体系，规范周转金的筹集、投

放、回收全过程，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和财

务考核办法，加强监督与约束。
（责任编辑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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