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来源是国有经济，但国有单位经济效益不

佳又是造成财政收入增长迟缓的主要原因。仅

就“七五”时期而言，工业部门可比产品成本连

年大幅度上升，1985 年至 1990 年分别上升了

7.5%、7.4%、6.7%、15.5%、22.4%、和 7%。

这意味着每年要减少 100 亿—200 亿元的财政

收入。从资金投入产出效益看，每元资金生产的

产值，国民收入、实现利税和上缴国家财政收

入，“七五”时期均比“六五”时期减少。据测算，

投入同量资金的产值每年要减少 1 000 多亿

元，国民收入每年约减少 600 亿元以上，实现利

税每年约减少 300多亿元。据此推算，由此上缴

的财政收入每年约减少 200 亿元。从产品质量

看，据估算，我国企业生产中生产不良产品率约

占产值的 10%—15%，每年损失超过 1 000 亿

元，使财政损失约 100—200 亿元。另外，国有企

业的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财政对国有企业

亏损补贴逐年增长，从而抵消了相当一部分财

政收入。

通货膨胀导致财政实际收支水平下降。财

政收支都是以当年价格计算的，由于多年来作

为通货膨胀主要标志的物价水平不断上升，使

财政实际收支水平打了折扣。在通货膨胀情况

下，财政的债务收入由于利息率和保值贴补率

的提高而使发行成本提高，为日后债务本息的

偿还增加了负担。另外，在通货膨胀情况下，财

政在价格补贴、人员经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等刚性较强的支出不但必须保证，而且支出增

长速度还要高于通货膨胀速度。从近年来财政

非债务收入的相对萎缩和债务收入的大幅度增

长的情况来看，这是通货膨胀影响财政实际收

入的一种表现。

由此可见，我国连续十几年的财政赤字是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历史条件下，由

于财政推动和参与改革所付出的代价的矛盾、

财政担负各种职能的刚性与取得收入不稳定性

的矛盾、改革进程中财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被

动的矛盾，以及经济效益、通货膨胀等外部因素

影响的综合反映。

（责任编辑  石化龙）

问题探讨

几个带有

普遍性的

“小金库”问题

曲洪华  王子欣  王希江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山东省威海市从 5

月 4 日起，历时 4 个多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地开展了

清理检查“小金库”工作，据统计，截至 9 月 15 日，全市

共查出私设“小金库”单位 58 个，违纪金额 416.9 万

元。从这次清查情况看出，目前“小金库”问题仍然比较

普遍，有的甚至十分严重。现就清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

带有普遍性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及应采取的防

范措施作些分析。

通过清查发现，“小金库”的收入五花八门，形式多

种多样。归纳起来，以下几个问题带有普遍性：

一是在工业系统中截留或转移各种生产经营收

入。包括产品销售收入、经营收入、出租收入、残次品和

边角废料收入、逾期押金收入、处理报废固定资产变价

收入、销售不动产收入、股票发行费收入等。如某工业

企业将 1993—1995 年销售边角废料收入 3.1 万元全

部列入食堂帐内，用于职工福利开支。再如某单位将对

外开放的舞厅出租收入 17.3 万元全部列入工会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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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工会经费支出。据统计，这种转移收入占全市工业

系统查出“小金库”金额的 80%。还有的单位将收取的

回扣、佣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等收入转移到职工技协或其他帐目。

二是在行政事业单位中截留或转移各种收费及罚

没收入。如某机关单位将 1993—1995 年收取的职称评

审费、教材资料费等共计 28 万多元，全部以个人名义

存入银行，除了用于正常的职称业务培训支出外，用于

职工过节分发食物、生活补贴及招待费开支就达 6 万

多元。再如某机关以为企业办案、单位赞助等名义，

1993 年以来累计向有关企业和单位收取办案费、赞助

费等 35.8 万元，全部存入“小金库”帐户，用于购买工

具车及发放职工奖金、出勤补贴等支出。另有一种情况

是，某些行政事业单位将自己的招待费、会议费及日常

支出转移到下属经济实体中去，抵顶实体应上交的收

入。

三是利用收据设立“小金库”。由于票据管理不严，

有的单位自行印制或购买收据，以此将应纳入财务总

帐内的利息、投资分红、广告收入、职工培训收入及会

费收入等私存私放，胡花乱支，逃避监督。如某企业以

普通收据将 1993—1995 年职工调离收取的所谓职工

培训费总计 13 万多元全部列入工会帐内。

四是商业系统的宾馆、饭店、招待所等单位不将包

装物收入入帐。如在市直检查的 5 户此类单位中，有 3

户未将啤酒瓶销售收入 2 万多元作为其他收入入帐，

而作为职工加班费支出。

“小金库”问题的发生，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

因。主观原因主要是一些单位法律意识淡薄，对党中

央、国务院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利己主义、本位主义观念膨胀所造成的。从客观原因分

析有这样两条：一是有关部门查处不严。虽然法规条文

规定十分明确，但是处理违纪问题时，由于各种原因，

往往是“只对事不对人”，对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缺

乏应有的经济、行政处罚，个别领导甚至“易地为官”，

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违法违纪者的气焰。二是监督

约束机制尚不完善。一方面，有的单位根本没有财务管

理制度，领导一人说了算，造成了管理上的漏洞。另一

方面，现在的票据各种各样，给监督检查工作带来了很

大困难，有的单位乘虚而入，在票据上作文章，私设“小

金库”。

要彻底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就必须抓住根本，抓住

重点，堵住源头，把上述容易产生“小金库”的环节作为

我们今后查处的突破口，将私设“小金库”问题消灭在

萌芽阶段。与此同时，还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认真

加以防范。其一，各级各部门要把清理检查“小金库”作

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来抓，要同开展反腐败斗争

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增强广大企业和

单位法制意识，特别要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私设“小金

库”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

治问题，应自觉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其二，要严肃

财经法纪，纠正对“小金库”问题处理偏宽的倾向。对

“小金库”问题处理上的失之过宽，实际上是对违法违

纪行为的纵容和鼓励。因此，各级政府和财政、税务、审

计、大检办等经济监督部门要统一政策，密切协作，步

调一致，做到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决不心慈手软，敷衍

塞责，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自 1995

年 5 月 4 日国务院《通知》发布之日起，凡违反规定继

续私设“小金库”的，一经查出，要从重处罚，必须追究

单位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要移交司法机

关查处。其三，完善票据管理制度。针对目前票据管理

比较混乱的状况，财政、税务部门要加强配合，深入实

际搞好调查研究，尽早对各类票据的印制、发售、使用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规范企业和单位行为，防

止各种票据满天飞。其四，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应当看

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会计的监督职能

日显重要，但是目前这项职能不但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而且不断弱化，会计往往只重核算，而忽视监督，很多

单位财会人员被动地执行领导的违纪指令，更有一部

分会计人员为“小金库”的设立出谋划策。针对这种情

况，各级财政部门要对会计人员加强培训，帮助他们提

高业务素质，树立良好的敬业精神，对那些经培训仍不

能胜任会计工作的会计人员要坚决撤换。其五，银行部

门要很好行使监督职能，对开户许可证的办理、资金往

来款项的收付等方面要严格手续，加强审核，这也是杜

绝“小金库”产生的一个重要措施。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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