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

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零基预算”，最终使

之得到普遍运用，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实行“零基预算”牵涉到各方面利益格局

的调整，必须进一步提高各部门的认识水平，并

形成共识。领导要重视，财政部门内部更要密切

配合，相互协作，步调一致。第二，必须研究并切

实建立收支统管的单位预算管理体系。对财政

预算拨款、业务（事业）收入和事业行政性收费

按政策返还的部分，实行分项核定，统一核算，

统一管理，统筹安排单位支出预算，加强财政的

财力调控力度。第三，必须净化支出内容，规范

支出范围，核定支出标准。机构改革后，定员问

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目前的关键在于确定一

个科学、合理、规范而财政又能承受的经费定额

标准，既要考虑单位的合理需要，也要考虑财政

的负担能力。第四，要处理好主管部门和基层单

位之间的关系。既要注意调动主管部门加强管

理的积极性，也要防止主管部门二次分配经费

时可能产生的互相挤占、分配不均问题。首先是

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透明度；其次是单位预算

要直接编制到二级会计单位，将经费定额落实

到基层。第五，必须完善相关的政策配套措施，

坚持整体设计与逐步推进相结合的原则，实行

平稳过渡。结合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目前宜

先选择任务比较固定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中

的各级各类学校实行“零基预算”，取得经验后，

再逐步推开。

（责任编辑  吴春龙）

预算管理

鞍山市行政
事业性收费

列入预算统管

刘丹华  马明军  赵纯龙

长期以来，财政部门对占全部财政预算外资金

80%以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直采取“专户存储，计划

管理，财政审批、银行监督、两权不变（即所有权和使用

权不变）”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对加强预算外资金管

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收费单位拥有资金的所有

权和使用权，它抑制不住严重的乱收费问题，也不能从

根本上强化财政的管理职能，把这部分财力集中用于

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

鞍山市近几年作了大胆的实践尝试。

鞍山市为建立新型科学的收费管理体系，1992 年

9 月成立了鞍山市收费管理局，改变了原来规定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严格界定收费部门

的职责权限，对收费问题实行标本兼治。具体情况是，

收费管理局下设 6 个科室，1 个收费稽查大队、1 个收

费结算中心、7 个收费站，对收费实行征管查一体化管

理。征收工作由 7 个收费站和一个结算中心负责，管理

由收费管理科、基金征管科、票据科、计财科、办公室、

保卫科负责，检查由收费稽查大队负责。收费管理部门

主要负责收费的征管工作，所收费款全额上缴财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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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开支由财政部门从财政支出中统一安排，不从费

款中列支。收费资金的支出，由财政列入预算，统一审

批。实行立项、收费、支出三权分离。具体作法是：

（一）建立征收体系。在收费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

况确定不同的收费形式：

一是对政策性较强、收费额较大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实行直接征收。采取的缴费方法是，设立收费结算

中心，在收费大厅直接集中征收费款，缴费者和收费者

直接见面征收。这种办法增加了收费透明度，减少了资

金解缴环节，避免了坐收坐支现象的发生。目前鞍山市

的收费结算中心已有 9 项直接收费项目，年收费额达

1 亿元。

二是对分散的、数额较小的收费由收费管理局委

托原收费单位代收，取消其支出帐户，统一将征收的费

款按时交到收费管理部门指定的帐户。采取这种征收

方式，减少了收费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减少了资金滞留

时间，即由原来的 30 天减少到现在的 6 天。

三是建立收费站，加强对部分收费程序较复杂、费

款额较大、行业性较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征管。其

主要做法是，根据行业关系或以大的费种为龙头，在若

干个系统成立一个收费站，同时征收几十个收费项目。

鞍山市收费管理局在 1993 年底成立公安收费站，对公

安系统的 32项收费进行统一征收；1994 年又成立了立

交桥收费站、房地产收费站、公用事业收费站、中环路

收费站、工商收费站和综合收费站，对鞍山市的各种行

政事业性收费实行统一征收，使统一收费项目由原来

的 7 项扩大到现在的 362 项，加大了费款征收力度，实

现了收支两条线，避免了坐收坐支现象的发生，保证费

款足额上缴财政。同时，为了加强鞍山地区的收费征管

工作，他们加强了各县（市）、区的收费征管工作，各县

（市）根据业务管理范围和工作职责也相继成立了收费

管理的专门机构——收费站，4 个城区财政部门也都设

专人抓此项工作。

（二）建立收费管理体系。今年初，收费管理局为了

加强收费和基金的管理，组建了收费管理科，负责全市

的收费管理工作；组建了基金征管科，负责全市的基金

征管工作。目前这两个科室主要负责政策出台，基础制

度的建立，对收费单位进行指导、管理、服务等。在加强

收费管理的同时，还加强了票证的统一管理工作，实行

《收费许可证》和《票据领用证》制度。突出抓好票据管

理环节，集中收费票据的印制、发放权，抓好票据发行

前、发行中、使用时的管理，采取票据防伪措施，搞好票

据的检查工作。这些措施起到了规范部门和单位的收

费行为，提高收费的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保护合法

收费，制止乱收费，防止费款流失，维护国家、集体、个

人三者利益，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严格收费减免管

理，凡需减免的，由收费管理局审核后呈报市政府审

批，杜绝多头减免、人情减免现象。1993 年共受理了 89

项 9 120 万元的减免申请，经过认真调查核实，对其中

符合政策条件的 56 项 3 991.2 万元城市综合开发费予

以减免，1994 年拒绝不合理减免 30 项，计 1 200 万元。

（三）建立收费稽查体系。为了搞好收费执法监督

工作，收费管理局在不断建立健全各项收费法规制度

的同时，加强收费稽查工作，1994 年在收费稽查科的基

础上，组建了收费稽查大队，并组成了各级财政专（兼）

职稽查队伍，同时还在市直有关单位设立了兼职收费

稽查监督员，形成了上下结合的收费稽查监督网络。

1993 年，收费管理局按照市清理乱收费工作的部署，对

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检查，取

消了 480 多个不合理收费项目，在市直收费部门和单

位的重点抽查中共查出违纪金额 2 100 万元。为强化收

费的社会监督，收费管理局对外设立了乱收费举报电

话，对内设置了投诉电话，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两年多

来，收费管理局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1 012 人次，处理

乱收费违纪事项 79 起，使鞍山市乱收费现象得到了一

定的抑制。

由于建立了征管查一体化的收费管理网络，不仅

有效地制止了乱收费，净化了社会风气，而且保证了费

款足额上缴财政，对发展鞍山市经济和各项事业起到

了重要作用。鞍山市原有收费项目 840 多种，收费管理

局成立后，对其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整顿，对其中 481 项

不合理收费项目予以公布取消，对合法收费则强化征

管，做到应收尽收。1992 年 9 月收费管理局成立至 12

月，统管的 7 项收费项目 4 个月征收费款 2 200 万元，

是成立前 8 个月的 5.5 倍。1993 年征收费款 27 696 万

元，是成立前财政年集中费款额的 9 倍。1993 年，鞍山

市收费管理局共为鞍山火车站、国际大酒店、游泳馆等

一批市政重点工程提供资金 6 700 万元，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4 年，在收费项目大幅度减少

等诸多客观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收费管理局仍完成费

款收入31 317万元，比上年增长 13% 。鞍山市成立收费

管理局以来实现了行政性收费收入由部门所有变为政

府所有，由消费资金变为发展资金的两个重要转变，做

到了还钱于财政，还权于政府。此外，还减轻了企业负

担。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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