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文教行政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及兴办经济实

体，一般是结合事业自身业务特点，利用现有的

人财物潜力而开展，多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不愿

意干、不能干的项目或者配套产品，是经济建设

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综上所述，社会文教行政周转金工作是市

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财政的职能需要，也

是社会文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都

说明开展这项工作的思路和方向是正确的。应

进一步总结经验，改进管理，使社会文教行政周

转金工作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财务管理

传统的文教事业

经费分配办法须改革

马实践  何毅华

近几年来，国家在探索和改进文教事业单位预算

分配办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预算分

配的原则与依据仍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因此，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就必须改

革传统的预算分配办法。

（一）改革预算分配方式，实行分类管理。现行制度

对行政事业单位采取三种预算管理形式，即全额管理、

差额管理和自收自支管理。从单位的收入来源看，包括

财政拨款加本单位收入。这三种预算管理模式，在计划

经济条件下，对促进单位提高自身筹集资金的能力起

到了一 定的作用，但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很不适应。

主要表现在：一是仍然带有供给制的色彩，单位经费的

来源主要靠财政计划拨款，资金缺口由国家预算保底，

单位本身压力小。二是推进三种预算管理形式“过渡”

难。因为三种预算管理方式，在实际上仍然是财政给多

给少的几个台阶，而且这几个台阶跨度很大，一旦“过

渡”就难以返回，这就必然会使单位产生一 种逆反心

理，从而影响了单位向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使一

些单位怕创收或不愿进入市场。三是预算拨款与单位

创收收入管理难以统一，财政预算核定困难，收入纳入

预算又不能减少预算指标，不减预算指标又不能体现

公平。因此，应考虑对现行的三种预算管理方式进行改

革。

我们建议，采用“经费定额加专项补助预算管理方

式”取代现行的三种预算管理形式。对经费定额，依据

单位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程度和各地财力的可能，

制定分类分档的预算经费定额，根据法定的编制（或业

务工作量）计算。对专项补助，根据财力的可能和单位

收入的多寡及实际需求核定。定额的高低，专项补助的

多少，实际上就形成了财政对单位的预算，财政在次年

还可根据国家政策，单位收入状况，通过调整定额和专

项补助来控制财政支出，促进单位向社会化、产业化

“过渡”。

（二）逐步扩大专项补助比重，改进补助资金的管

理方式。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文教事业单位将

退出财政供给领域，实现社会化、产业化，人民群众对

社会公共文教事业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文教行政

财务管理工作的任务将十分艰巨。因此，集中部分资

金，扩大专项补助比重，保证区域性文教事业重点项目

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专项补助，一是要依据本地经济

发展战略、行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及人民群众迫切需要

发展的文教事业，制定补助项目总目录和各项相关的

实施准则，据此编制补助资金支出计划；二是要实行专

项补助资金的责任制，从资金投入使用到项目完成的

每一个环节，都要落实责任，有关管理机构要建立专门

帐户和跟踪反馈制度。

（三）试行编制“中期”文教行政支出预算。长期以

来，文教行政支出在宏观管理上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有

的地方支出预算往往是“一年预算，预算一年”，有的甚

至下半年才下达，以至预算计划难以如期完成，更重要

的是年年“心中无底”，致使支出管理无法主动、超前。

因此，建议推行“文教行政支出三年滚动性预算”即当

年支出预算比较详细，后两年具有概算性质。

具体编制可按如下程序操作：首先，财政部门前一

年底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和对本地经济形势的分析提出

今后三年的支出计划，发送有关部门。其次，各部门按

此支出计划编制本部门今后三年的支出计划并于第一

年初送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确定

各部门支出预算。最后，财政部门将确定的各部门的支

出预算与部门的不一致意见一并报政府审定，财政部

门依据政府审定的意见编制预算方案。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务管理
	传统的文教事业经费分配办法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