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管理

“收支两条线”
是管好规 费收 支的有效 办 法

刘海滨

规费收入是政府机关为单位、个人提供某种服务

所收取的工本费和手续费。从理论上讲，规费的收取标

准以弥补政府提供的劳务成本为限，但事实上，各国政

府的规费收入都大大超过其所提供的劳务成本而有盈

利，因此，规费也是各国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手

段。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加强规费收入管理具有重要的

意义，因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的

主要职能是服务于经济，政府提供服务而取得的规费

收入在数量上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尤其在市场经济

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规费收入的规模越来越巨大。在

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分税制的新形势

下，地方财政部门对日益增多的规费收入应强化管理，

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地方财政实力，为地方经济建设提

供更多的必要投入，促进地方经济的更快发展。

但是，目前有相当多的地方还未把规费收入纳入

规范化的财政管理轨道，有的地方甚至依然把规费收

入视为零星财政收入，列为预算外收入由执收单位自

收自支。有的地方虽然已把规费收入纳入财政管理轨

道，但在规费收入管理的具体办法上却采取“比例上

缴”、“分成”等办法，把规费收入与执收单位的部门利

益联系在一起，这就淡化了规费收入的严肃性，促使各

执收单位形成并强化了在规费收支方面的部门利益观

念，导致了诸如瞒报规费收入、任意截留规费收入自定

收费项目、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以及使用自制票据收费

等进一步谋求部门利益的混乱现象的发生。同时在规

费的支出方面，由于不少地方在确定规费收入上缴任

务时是将执收单位的预计规费收入扣除执收单位预计

支出后的余额以一定的比例确定的，这就使执收单位

的一切支出也与其征收的规费收入联系在一起，不可

避免地促使执收单位想方设法扩大单位支出数，以便

与日益增长的规费收入相适应，这就使日益增长的规

费收入被日益增长的单位支出所吞噬，而财政从日益

增长的规费收入中得不到日益增多的好处，造成规费

收入的大量流失和浪费。

最近，财政部颁布了把行政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

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对规费收支实行“收支两条线”

的管理办法，即各行政单位的一切收费收入应全额上

缴财政，由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使用；执收单位的一切经

费支出由财政部门按照规定拨付。实行“收支两条线”

的方针，这是对规费收支进行科学规范化管理的有效

办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树立起规费收入作为财政收

入的严肃性，有效消除规费收支管理中的各种混乱现

象，这对最大限度提高地方财政收入，亦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在各行政单位的规费收支管

理中认真贯彻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方针。

首先，必须明确，在规费收支方面根本不存在任何

部门利益。各执收单位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或授权单

位，按规定不折不扣地征收规费，这是各执行单位的公

务和职责，是其应履行的政府职能之一。对于各执收单

位履行政府职能所需的人员费用、公务费用，财政部门

按规定拨付，根本不存在什么规费收入与执收单位部

门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不少地方在规费收支方面所

实行的“比例上缴”、“收入分成”管理制度，甚至在上缴

比例、分成比例上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主动承认了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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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方面部门利益的存在，必然促使执收单位形成并

强化部门利益观念，从而导致规费收支管理中各种混

乱现象的产生，造成大量规费收入的流失和浪费。因

此，革除规费收支管理中旧的做法，代之以“收支两条

线”的方针，这是对规费收支实行科学规范化管理的必

然要求。

其次，必须明确，认为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方针是

走“统收统支”的回头路，不利于调动单位理财积极性

等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所要打破的“统收统

支”，是要打破对国有企业的“统收统支”，因为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和市场竞争

的主体，必须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才有利于其求生存求

发展，才有利于增加其活力，这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但是，各行政事业单位作为政府

职能部门和职能授权单位，其使命是按规定正确地履

行自己的行政职能。所谓“收支两条线”不利于提高单

位“理财积极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规费收入不是执

收单位之财，执收单位没有使用权，执收单位的职责是

负责不折不扣收上来，然后缴上去，由财政部门统筹安

排。执收单位执行规费收缴职能和其它行政职能所需

经费之财，才是各执收单位应好好理理之财。因此，在

各行政单位，不应打破“统收统支”，相反，还应强化“统

收统支”，在规费收支上坚定不移地贯彻“收支两条线”

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财政部门统筹财力

的职能，增强分税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

控能力，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协调地发展。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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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

健全和完善，执法机关越来

越多，罚没项目越来越多，

罚没收入的数额也越来越

大。但是，由于罚没收入的

管理没有及时跟上，罚没收

入的收缴管理一直比较混

乱，违纪问题比较严重，特

别是乱罚款以及截留、挪用

罚没收入等问题普遍存在。

这不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

负担，减少财政收入，而且

助长了不正之风，腐蚀了国

家干部，败坏了国家机关的

形象，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

威信。

罚没收入属国家财政

收 入，财政部门理当管好。

但罚没收入的管理，是一项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

难度大的工作，仅靠财政部

门孤军作战难以奏效。对

此，各级党政领导必须高度

重视，大力支持；各有关部

门必须积极配合，齐抓共

管。同时，财政部门要克服

畏难思想，加大管理力度，

狠下功夫：

1
.
强化政策宣传。财政

部门要多渠道、多形式、多

层次地深入宣传加强罚没

收入管理的重大意义、有关

政策和具体规定。通过宣传

使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和支

持罚没收入的管理工作，使

执法机关提高执行国家财

经法规的自觉性，使广大群

众依法抵制乱罚款，并监督

执法机关的罚没工作。

2.强化约束机制。要通

过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使罚

没收入的管理工作走 上制

度化、规范化、正常化的轨

道。（1）实行罚没许可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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