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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  贵在施行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二次 会议讨论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 下简称《预算

法》）已于 1994 年 3 月公布，从今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预算法》的制定，是我国财政法制建设中

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预算管理走向规范化

法制化，中央预算和地 方预算的编制、执行、调

整、审批以 及年度决算等等从此 都将依据明确

的法律规定进行。这为健全预算管理，强化 预算

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和社会健 康发

展，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 障。《预算法》意义重

大，贵在施行。

贯彻施行好《预算法》，首要的是树立 预算

管理的法制观念。建国 45 年来，中央政府先后

发布了《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和《国 家预算管理

条例》，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两个条例对指 导

预算管理发挥了积极 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

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迫切呼

唤新的预算法，要求国家对预算加强管理，实行

严肃规范的法制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

法制经济，不仅要求微观经济活动遵循市场法

则和有关法规制度有序进行，而且要求作为 宏

观调控体系中的各项手段，也 强化自身的科学

性 和相对稳定性，需要必要的法制保障和约束。

预算是政 府对年度财力总的安排，是国 家宏观

调控的重要手段，同其他 宏观调控 手段有着广

泛密切的联系，对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保

持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发挥着 重大作用，需要高

度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因此 ，预算管理尤其需要

严格遵守法律规范。法制化的预算管理，是市场

经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这已为许多发达国 家

的实践所证明。在我国国家预算编制、执行、调

整、决算长期以 来法律约束不足的条件下，贯彻

施行好《预算法》，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而提高

预算法制化管理的认识，摒弃不适应的旧 观念，

则是最基本的前提。

贯彻施行好《预算法》，要认真贯彻好 本法

的重大原则规定。《预算法》对预算内容、管理体

系、职权划分、审查批准以 及决算、监督等，都作

了全面的规定，同时，把预 算原则、预 算模式和

体制基础突出地载入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坚

持预算收 支平衡原则。年度预算收 支是否坚持

平衡，曾存在着争议，突破平衡原则安排预算的

现象也曾存在。《预算法》明确规定：“各级 预算

应当做 到收 支平衡”，“中央政 府公 共预算不列

赤字”，“地方各级 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 支平衡

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这就 以 法律的形式把

收 支平衡确定为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因此，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级政府编制年度预算时，必须正 确处理总收 入

和总支出的关系，把收支平衡作为编制预算的

出发点和归宿。预算模式关系着预算要求的实

现。复式预算模式可以 清晰地反映预算资金来

源、支出用项以 及各类预算的规模和相互间的

联系，明确体现政府的财政政策方向，有利于预

算执行中的调控管理。目前，中央和省级 预算已

采取复式预算形式编制，其他级 次的预算尚未

采取这种形式编制。借鉴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

国 家采用复式预算的经验，结合我国 实际，《预

算法》规定：“中央预算和地 方各级政府预算按

照复式预算编制。”按 照这一要求，加快改革 步

伐，努力做 到按复式模式编制预算，是今后的一

项重要任务。《预算法》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

地方分税 制。”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 其主导意义来说 ，财政管

理体制即预算管理体制，它规定 了与政府间事

权相吻合的财权财力 划分，是预算管理的体制

基础。1994 年 实行分税 财政体制改革 初获成

功，但 距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分税 财政 体制

的目标，还相差较远。因此，继续加大这一改革

的力度，既是财税改革本身的需要，也是贯彻施

行好《预算法》的需要。

贯彻施行好《预算法》，要扎扎 实实 地抓好

预算各个环节。预算管理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

程。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算等环 节都十分重

要，哪一环节发生大的失误和偏差，预算职能都

难以 实现。因此，要按照《预算法》的规定，认真

把好每一环 节，严格按 法定程 序，一环扣一环地

抓好预算管理，这是贯彻施行好《预算法》可 靠

的保证。在各环 节中，尤其要把好预算编制和预

算调整关口 。编制预算是整个预算管理的起始

环节，预算方案是否科学合理，不仅关系着地区

和全国经济以 及各项事业能否健康发展，更关

系着预算能否顺利执行和圆满实现。为此 ，各级

政府都要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编制预算，以 平

衡为准则，既要保证预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长率相适应，又 要与上 一年预算执行情况相衔

接，防止大起大落；既要把应纳入预算的收 入 全

部列入，又要防止把 不再发生的非正常收 入也

纳入进去；既要首先保证政府公 共支出合理需

要，又要统筹兼顾，妥善安排其他各类支出；既

要周密预测，考虑正 常因素，积极安排预算，又

要考虑特殊情况，增强预见性，留有余地，确保

预算方案科学、合理、稳定。预算调整是预算管

理中特殊举措，牵 涉到追加支出、追减收 入，突

破既定预算平稳以 及突破既定预算的举债规模

的问题，必须审慎对待。要认真研究论证预算调

整的必要性 和合法性，要严格按 照《预算法》关

于由政 府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经同级 人大常

委会（乡级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规

定施行。集四 十几年的预算管理经验，各预算主

体对预算编制、预算调整以 及其他 预算环 节应

注意的问题并不陌生，重要的是要提 高到法律

高度来认识，自 觉遵守《预算法》的法律约束，实

事求是，高度负责，克服主观随意性，强化各预

算环 节的科学管理。

贯彻施行好《预算法》，需要方方面 面的共

同努力。不论中央预算还是地 方各级 预算，从编

制始 到决算终，都是复合性极 强的工作，关联着

千家万户、方方面 面。《预算法》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县以 上人大常委会，各级政府，各级财政

部门、预算收 入征收 部门、审计部门、国库以 及

有编制预算任务和有预算收 入上缴任务的部门

和单位的职权、任 务和责任 ，都作了明确规定。

各有关方面“对号入座”，各尽其职，各负其责，

依法办事，相互配 合，形 成合 力，预算 才能正 确

制定，执行才能顺利，任务也 才能圆满完成。而

各级政府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高度负责，对下

级政府有效监督，对所辖部门、单位加强组织协

调，是形成施行《预算法》合力的关键。

《预算法》为各级 政府预算作出 了原 则规

定，有的规定已明确、具体，有的规定需要通过

与之 配套的行政法规具体阐释。具体落实好《预

算法》，促使预算管理 实现 完善的法制化、规范

化，也 是深化 改革的过程。今 年是施行《预算

法》的 第一年，各级 预算正 在测算编制，各级 人

民代表大会即将陆续召开。我们企望施行《预算

法》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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