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置预算委员会或预算决算审查委员会，配备

有一定预算管理专业知识的干部，聘请一些富

有预算管理经验的老同志为顾问，使各级人大

能够真正成为监督国家预算的权力机关，履行

监督国家预算的职责。此外，各级人大在加强对

国家预算监督基础上，还必须加强对国家预算

外资金收支管理的监督，加强对各种收费、罚款

的监督。

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预算的约束，督促政

府及其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单位依法进行预

算管理。各级政府预算的调整，未经法定程序批

准，不得擅自变更。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及其所

属部门和单位的预算行为的监督应贯穿于预

算、决算的全过程。赤字规模要控制，发行货币

更要从严控制，不准“寅吃卯粮”，严禁搞预算、

决算的“假平衡”。

三、财政机关要模范地执行《预算法》，推进

《预算法》的贯彻。各级财政机关，是具体执行国

家预算、管理国家预算的职能部门，既要遵守执

行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又要积极配合各级人

大对国家预算的检查监督，定期反映本级预算

工作，包括：预算变动、追加追减、上划下划情况

及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使人大更加了解情况，

便于履行监督职责。

四、贯彻执行《预算法》关键在于领导和各

级财政预算部门。要具体明确违反《预算法》所

应负的具体法律责任，对严重违法者，应该绳之

以法，使《预算法》具有权威性，真正做到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真正做到依法治财、依法理财、

依章办事、违者必究，使《预算法》更好地为国家

经济建设、各项事业发展服务。

（责任编辑  吴春龙）

预算管理

《预算法》

名词解释

复式预算

复式预算是指全面反映预算年度内性质不

同的预算收支活动，由两个以上的系列所形成

的财政收支计划。复式预算是在单式预算的基

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为现代大多数国家所采

用。它的编制原理是，将同一预算年度内的全部

预算收支按性质分别对应汇集，编制成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收支平衡表”。复式预算优于单式

预算之处在于：它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带

来的预算资金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助于对国家

预算资金进行成本-效益分类、分析与控制，可

以清晰地反映预算平衡状况和预算赤字的原

因，可以采取有效手段进行调整。但复式预算的

编制比较复杂，工作量也较大。按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和国务院的要求，从 1992 年开始，我国的

中央预算和部分省市预算采用了复式预算形式

进行编制。根据试编的情况，复式预算编制还需

要继续加以改进和完善，并需要制定具体的编

制办法和配套措施。

预算年度

预算年度又称财政年度，是指国家预算的

有效起迄期限，通常定为一年。目前世界各国规

定的预算年度起止日期不尽相同，大体分为历

年制和跨历年制两类。采用历年制的国家有法

国、奥地利、德国、朝鲜、瑞士等。跨历年制，即从

上一公历年某月某日起，到下一公历年某月某

日止。实行跨历年制的国家其起止日期也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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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英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

坡等国从每年 4 月 1 日起，至次年 3 月 31 日止

为一预算年度。瑞典、孟加拉国、澳大利亚、巴基

斯坦、科威特等国从每年 7 月 1 日起，到次年 6

月 30 日止为一预算年度。美国、泰国等国从每

年 10 月 1 日起，到次年 9 月 30 日止为一预算

年度。还有少数国家预算年度的起止日期，与其

信奉的宗教有关。比如，伊朗是从每年的 3 月

21 日起，到次年的 3 月 20 日止；埃塞俄比亚是

从每年的 7 月 8 日起，到次年的 7 月 7 日止；尼

泊尔是从每年的 7 月 15 日起，到次年的 7 月

14 日止。我国预算年度采用历年制，即从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政府公共预算

政府公共预算是指国家以社会经济管理者

身份取得的收入和用于维持政府公共活动，保

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发展各项社会公益事

业支出的预算。政府公共预算分为政府公共预

算收入和政府公共预算支出两部分，其中收入

包括各项税收收入、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收入、其

他收入和非生产性企业亏损补贴等；支出包括

社会公益性基本建设支出、事业发展和社会保

障支出、国家政权建设支出、各项补贴支出以及

其他支出。

国家金库
国家金库简称国库，是国家财政收支的保

管出纳机构。我国实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国

库制。根据 1985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的规定，国库按照国家

预算体制设立，原则上一级财政设立一级国库。

中央设总库，即中央国库；省、自治区、直辖市设

分库；省辖市、自治州设中心支库；县和相当于

县的市、区设支库。支库为基层国库，支库以下

设国库经收处，由当地专业银行办理，受支库领

导。具备条件的乡、民族乡、镇也应当设立国库。

各分库、中心支库和支库都属地方国库，是总库

的分支机构。国库的职责是，办理国家预算收入

的收纳、划分和留解；办理国家预算支出的拨

款；向上级国库和同级财政机关反映预算收支

的执行情况；协助财政机关督促企业和其他有

经济收入的单位及时向国家缴纳应缴款项；组

织、管理、检查和指导下级国库工作；办理国家

交办的同国库有关的其他工作，如冻结帐户等。

预算调整
预算调整是指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

中央预算和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地

方本级预算，在执行中因特殊需要增加支出或

者减少收入，使原批准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的总

支出超过总收入，或者使原批准的预算中举借

国内、国外债务的数额增加的部分变更。由于经

济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预算确定以后，往往会

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原来预料不到

的一些特殊要求也会经常出现。但是，为了保持

预算的稳定性，只有当原来平衡的预算出现了

不平衡或原来举借国内外债务的规模被突破，

才能进行调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轻易调整预

算。

预算决算监督
预算决算监督是指对各级预算的编制、执

行、调整以及决算等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

施的监督。它是财政监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预算决算监督按监督

时间前后划分，可以分为事前监督、日常监督和

事后监督三种。事前监督主要是对各级政府部

门编制预算、决算草案进行监督。日常监督 主要

是在预算资金分配使用过程中进行的 监督。 事

后监督主要是在预算资金分配使用发生后进行

的监督，对决算进行监督是其主要形式。按监督

主体划分，预算、决算监督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

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 员会对预

算、决算的监督，各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预算执

行的监督，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对本级各部门、各

单位和下一级财政部门预算执行的监督检查，

以及各级政府审计部门对本级各部门、各单位

和下一级政府的预算执行、决算实行的审计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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