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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财政职能  
支持工交系统的
事业单位建设替代财源

胡 柏枝  高 文娇  叶 珍  蔡 平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积极支持工交系统的事业单位建设替代财源，

使工交系统的事业单位逐步由全额预算过渡到差额预

算、差额预算过渡到企业化管理的依次推进，走出了一

条具有工交特色替代财源建设的新路子，取得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1 年全省工交系统 410 个

事业单位，达到经费自给的有 45 个，开始抵减事业费

的有 150 个，财政补贴稳定不增的有 215 个；共创收入

11 676 万元，是 1980 年 2 900 万元的 4.03 倍；纯收入

7 434万元，其中抵补经费 4 453 万元，相当于财政拨款

的 47.8%。

湖北省工交系统的事业单位建设替代财源萌芽于

80 年代初，为了使其形成气候，步入有计划、有步骤良

性循环的发展轨道，财政部门从制订政策入 手，较好地

发挥了政策导向作用。一是鼓励有创收能力的事业单

位进行有偿创收，纳税后的纯收入全部留用；二是鼓励

事业单位“吃饭靠自己”，原经费财政仍列入预算，专项

用于发展事业；三是奖金免税限额视削减事业费程度

而放宽，凡全部经费达到自给，比照企业奖金水平办

理；四是对部分纳税有困难的事业单位，适当给予减免

税收照顾等等。这些政策产生了积极效应，十年来，开

展替代财源建设的事业单位和创收额分别以 20% 和

10%的平均速度递增。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仅“七五”期

间，通过自找门路承担国家和省重点建设、科研项目 33

个，共计创收 1 766 万元，上交国家税利 131 万元，并为

国家节减了 150 万元事业费拨款。为把替代财源建设

引向深入，他们又完善了一系列激励和约束政策，即根

据事业单位收入来源情况，确定三种管理类型：凡收大

于支事业单位，取消事业费，实行企业化管理；对收入

不足以弥补支出的事业单位，实行差额补助；对没有收

入来源的事业单位，实行经费包干的办法。为使全额预

算管理单位有压力，差额预算和企业化管理单位有活

力，明确规定全额预算管理单位属省厅（局）级的按编

制每人年平均给经费 4 000 元，二级事业单位 3 000

元，不足部分自己解决，所创收部分，80%用于弥补经

费，2（）% 用于职工集体福利；差额预算管理单位创收部

分 70% 用于弥补经费不足，15%用于职工集体福利，

15% 用于职工奖励；企业化管理单位以收抵支后的余

额，20% 用于职工福利，20%用于职工奖励。同时，对实

行差额和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所减少的财政拨款和事

业发展专款，采取有偿的形式，借给事业单位支持事业

发展。通过这些政策把事业单位开展替代财源建设由

来自财政的外在压力变成了事业单位内部追求的动

力。1991 年与 1981 年相比，全额预算单位减少了 195

个，共计减少财政拨款 3 500 万元，事业单位职工福利

待遇提高了 12.1%。

资金是替代财源建设的“血液”。在替代财源建设

的实践中，财政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广开渠道筹集资

金。一是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强化事业单位替

代财源建设手段。“七五”期间，根据《计量法》的要求，

财政部门积极配合计量部门，以强化计量手段为突破

口，大规模地推进了计量部门的替代财源建设。省、地、

县财政共投入资金 1 189 万元，购置各类仪器设备 103

万台（件），检定车 65 辆，修建检测用房 2 6118 平方米。

检测手段的提高，大大促进了计量工作的发展和经济

效益提高。到 1991 年底，全省计量系统强检项目覆盖

率为 76% ，种类覆盖率为 78% ，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4 和 5.8 个百分点，共创社会经济效益 5 亿元，其中

计量部门的经济效益 806 万元。省计量检定所的技术

装备提高后，其业务收入平均每年递增 20 万元，去年

该所创收突破 120 万元大关。二是建立替代财源建设

发展基金，把工交系统的事业单位创收后而减少的财

政拨款、事业发展专款等集中起来，实行有偿扶持，无

息使用，主要支持事业单位研制开发新产品、添制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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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扩大创收规模、新建服务网点等方面，培植替代

财源。仅“七五”期间，共投放替代财源建设资金2 500

万元，扶持了 110 个项目，共计新增产值（收入）5 500万

元，税金 1 650 万元，实现利润 3 100 万元。

为了夯实替代财源建设的基础，近几年来，财政部

门加强服务，强化管理，发挥了管理对替代财源建设的

促进作用。第一，制订和完善了替代财源建设管理办

法。开展替代财源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本职业务与副业经营、国家与集体和个人分配

等方面的关系，使之达到合法化、规范化、制度化。因

此，各级财政部门制订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管理办法。

1986 年制订了《湖北省工交事业费财务管理办法》，

1988 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去年正式出台了

《湖北省工交事业单位替代财源建设管理办法》，对替

代财源建设的原则、资金投放回收、项目跟踪管理、奖

惩措施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二，强化了基础财务

管理，一是要求所有的工交系统的事业单位按《会计

法》的规定，配备专职财会人员，成立财务管理机构；二

是定期举办财务业务培训班，提高财务人员业务素质；

三是按会计达标的要求，开展会计达标活动；四是每年

终组织各事业单位财会人员开展“三查”，在检查过程

中提高。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夯实了工交事业单位财务

管理基础。1991 年底，所有的事业单位按规定配备了专

职财务人员，其中取得助理会计师以上职称的占 55%。

90%的事业单位成立了财务科，有 200 个单位按会计

达标升级的要求达标升级。由强化管理而创造经济效

益 900 万元。中南建筑设计院为堵塞收入漏洞，采用

“五联单”收费办法和实行“有偿服务成本归集法”，一

年降低成本增加收入 50 万元。第三，发挥主管部门作

用，建立行业替代财源建设管理体系。一是对事业单位

申报财源建设项目，凡是没有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的，不

给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对事业主管部门确定扶持的

项目，积极予以配合，千方百计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具体困难，确保项目按期投产见效。二是共同加强替代

财源建设的管理和监督，财政部门每年同主管部门一

道，对事业单位财务进行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如 1987 年省财政厅同省建材总公司对省建材学校

校办工厂进行清理整顿后，帮助该厂选聘了一名懂经

营善管理的厂长，并采取了“包死基数，超收分成”的管

理办法，使该厂 1988 年上交学校利润 5.6 万元，结束

了建厂以来长期亏损的历史，1991 年又上交学校利润

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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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承包期中

兑现 审计

柏 松

1988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实行承

包经营责任制，由国家审计机关及其委托的其他审计

组织对合同双方及企业经营者进行审计。”审计要实行

“三先三后”审计，即承包前“先审计后承包”；承包期中

“先审计后兑现”；合同终止前“先审计后离任”。本文就

经营承包期中兑现审计谈一些看法。

承包期中审计是阶段性审计，一般一个会计年度

搞一次。通过审计来检查经营承包者在某一阶段的生

产经营活动期间，落实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情况，完

成各项指标和承包合同的执行情况，正确处理国家、集

体、职工和经营承包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保护国家、企

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同时维护承包者和发包人的合

法权益。审计机关核定的数据和结论是财政、税务、劳

动部门核准企业提取增长工资的依据，也是主管部门

或发包方办理奖罚兑现的依据。承包期中兑现审计，是

承包前审计的继续，是承包者离任前审计的一个组成

部分。

工业企业经营承包合同都经过地方政府、企业主

管部门和财税机关认可，有些还经过工商行政机关、公

证机关部门进行公证，因此，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期中

承包兑现审计的对象就是签订经营合同的履行者——

发包方和企业经营承包者。对于发包方，要审计是否履

行合同，是否影响经营承包合同的完成，在承包期中应

承担什么责任。对企业经营者，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

和承包合同内容，主要审计各项经济指标完成的真实

性、合法性，查明影响经营承包合同正常执行的因素和

应承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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