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用。（4）督促事业单位按时将事业

性收费和其他预算外收入存入财政

代管专户。（5）进行收费稽查，处理

或督促处理收费中的各种违纪、违

法案件。

岳阳市收费局进入正式运转之

后，在清理整顿基础上，实行收费管

理“五统一”。

第一、统一征收原则。要求一切

行政事业单位的所有行政收入，包

括各专项收费，各种基金全额上缴

收费管理局，所有事业性收费收入

一律实行财政专户储存，所有预算

外资金（不含行政性收费收入），统

一由市收费管理局计征政府调节基

金。

第二、统一票据管理。凡属行政

事业单位的各种收费，必须使用财

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行政事业

收费专用收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准自制、涂改和转让票据，不准扩大

票据使用范围，违反者除没收所得

外，对责任人以必要的处分。

第三、统一征收办法。市收费管

理局组织收费时，可采用直接和委

托代收两种方式：对涉及全市范围、

数量较大或一次性收取的费用采取

直接征收；对专业性较强、长期收取

及小额分散的收费，除特殊情况外，

采取委托代收的办法。委托代收时，

收费管理局向受托单位签具委托

书，执行单位履行执行职能时，须将

“收费许可证”和“收费委托书”一并

亮出，收费方可有效。

第四、统一奖惩制度。对认真执

行财政政策，完成任务出色并超过

征收基数的单位，根据其合理超收

的额度给予奖励，对于隐瞒、拖欠，

坐支、挪用行政性收费以及转移资

金，逃避专户储存的单位和徇私舞

弊的个人，给予严肃查处，情节严重

的，诉诸法律，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统一收支计划。岳阳市推

行收费统一管理首先是从市委、市

政府及其领导下的主要领导部门做

起的，这些部门主动接受收费管理

局的经费审核和定额管理，该上缴

的上缴，该专户储存的存入财政专

户，为基层作出表率。为全面推行这

项改革，还成立了由纪委、监察、财

政、审计、物价、银行等部门参加的

监督管理网络，实行必要的制约措

施，包括扣拨预算内经费、从开户银

行直接划转、取消会计达标资格等。

一年来，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收

费管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专户储

存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37.5% ，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年来二次分配领

域分配不公的问题，不仅有效地缓

解了财政困难，也使乱收费现象基

本得到遏止。目前，湖南省财政厅正

在推广岳阳市实行收费统筹管理的

经验，力求在深化财政改革，控制行

政经费过快增长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子。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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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发放难是一些地方财政部

门感到头痛且比较难解决的 一个问

题。湖北省宜城市财政部门在这方

面想了一些办法，他们在去年年初

预算近千万元缺口的情况下，通过

硬化预算约束，调动预算外财力等

措施，保证了乡镇行政事业单位和

教师工资按期兑现。1994 年全市 17

个 乡镇兑现工资 2 768 万元，兑现

率为 100% 。

—— 从体制上保证乡镇财政有

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实行分税制财

政体制以后，宜城市按照“不增加乡

镇负担，不卸包袱，保乡镇既得利

益”的原则，区别不同情况，对原有

的乡镇财政体制进行了微调。一是

乡镇收入划分为乡镇固定收入和市

乡共享收入，固定收入按上级有关

规定确定，共享收入中市里尽可能

提高乡镇留成比例，如农业特产税

三七分成大头留给乡镇，农业税加

价部分 乡镇留用 50% 。二是根据各

乡镇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在合理

确定财政收支基数的基础上，实行

递增包干，17 个乡镇中有 10 个平

原乡镇上交递增比例为 5%；5 个山

区乡镇上交递增比例为 2% 。三是

支出划分上属 于乡镇范围的行政事

业经费全部由 乡镇负担，政法部门

的经费由市主管部门垂直负担。由

于体制较为合理，乡镇财政部门增

收节支的积极性高，增收幅度较大，

使各项经费支出有了基本的收入来

源。

——改进支出管理。一是分。即

对新出台的增支部分，变财政一家

负担为乡镇 各部门 各 单位共同负

担。财政负担个人基本部分，各种津

贴的发放与行政事业 单位的创收抵

支及事业发展切实挂起钩来，并逐

一落实到各单位，减轻财政支出压

力。二是包。即对各行政事业单位财

政支出实行经费包干管理，包干指

标内的由财政解决，包干指标外所

需经费由单位自行解决。对部分有

收入的单位，其经费的 60-70%由

单位创收解决，余下 30% - 40%由

财政解决，主要用于退休老干部工

资开支和其它支出需要。对教育经

费除经费包干指标外，财政还给予

一定的经费补助，以确保教师工资

的落实。三是压。即对一般性支出在

1993 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压缩

30%。采取上述办法，全市乡镇财政

部门减少支出 342万元。

——控制人头经费。一是控制

增人。从 1991 年开始，宜城市对行

政事业单位进人实行人事、编委、财

政局联合审批，凡不符合条件的一

律不批。在核定编制的基础上实行

定员定额管理，单位增（减）人不增

（减）经费，有效地抑制了行政事业

单位人员的增长。同时，乡镇行政单

位还分流人员到事业单位创收，

1994 年全市 17 个乡镇共分流人员

50 人，缓解了财政人头经费紧张的

困难。二是清理财政供养人员。凡是

不该由财政负担的人头经费坚决不

予拨款。1994 年乡镇财政在兑现工

资增资部分时，发现有些人员不属

财政供养，却要求财政给予兑现，经

过严格核对后共剔除了 200多个编

外人员，经费一律由单位自负。

——调度乡预算外财力。1994

年宜城市各乡镇预算内平均收入在

100- 200 万元左右，财政支出在

200-300 万元左右，在乡镇财政支

出中，各乡镇工资性支出占总额的

50%以上，是支出的大头。保工资单

纯依靠预算内财政收入显然是不行

的。解决的办法是调度预算外财力，

1994 年各乡镇共调度乡镇自筹资

金 340 万元，从而保证了乡镇行政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尤其是教师工资

的按期兑现。

——借入资金。在乡镇财政收

入中，农业税是支柱来源，农业税具

有季节性，而工资支出又是按时发

放的，支出和收入在时间上不能衔

接。为了消除收支错位的矛盾，保证

工资逐月兑现，乡财政部门在农业

收入的淡季向乡农经站借入资金用

于工资支出，在农业税收上来以后

再归还给农经站，1994 年全市乡镇

财政部门共向农经站等部门借用资

金 290 万元，保证了行政事业单位

工资按时发放。

（责任编辑  王 旭）

简讯·文摘
小 知 识

个人投资者如何进行国债券交易？

个人投资者进行国债券交易分为柜台交易和证券交易所交易。柜台交

易是指个人投资者在银行、财政和证券公司的销售网点或营业部的柜台上

直接进行国债的买卖。

证券交易所里的债券交易的一般程序为：（1）投资者委托证券商买卖债

券，签订开户契约，填写开户有关内容，明确经纪商与委托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2）证券商通过它在证券交易所内的席位或代理人，按照委托条件实

施债券买卖业务；（3）办理成交后的手续。成交后，经纪人应于成交的当天，

填制买卖报告书，通知委托人（投资人）按时交割；（4）经纪商核对交易记录

并办理清算交割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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