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基础工作。一是增

配人员，充实力量。根据财政信用工作不断深入

开展的需要，各级财政部门都选派业务能力较

强的同志专职负责这项工作。到 1991 年末，全

省从事财政信用管理工作的人员达到 700 多

人。二是加强岗位培训，提高业务素质。为了适

应工作需要，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各级管理

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去年一年，就举办了三期有

140 人参加的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班。今年，省

信托投资公司与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还联合举

办有 3000 名厂长（经理）参加的财政信用培训

班，时间为一年，半脱产。三是建立健全了管理

办法。1989 年制定并实行了统一的财政信用资

金管理办法，各放款单位和专设机构可依照这

个总办法，结合实际，再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

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政的局面。1990 年制定和实

行了财政信用资金会计核算制度，改变了过去

各地五花八门的核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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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资金调度是指财政总预算会计从一个

地区全局的角度出发，依据党和国家的各项经

济方针和政策，对各级国库资金（主要是本级）

进行的有计划的支拨和在上下级财政之间的调

剂，以求得在本地区内地区间和季节上的平衡，

缓解收支矛盾，保证全年预算收支任务的顺利

完成。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本级

预算单位的事业行政经费的拨付和本级经济建

设所需资金的支拨；二是与上下级之间的资金

往来。这种资金调度是完成国家财政收支计划

的重要手段，对于深化改革开放，保证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经

济实力差，而且受自然灾害的破坏频繁，这就决

定了全省财政困难重重。近年来，财政赤字越来

越大，1991 年全省财政赤字达 7.2 亿元。特别

县级财政，更是困难，有些县库款短缺，常常靠

借款发工资，省金库资金相对来说虽多一些，但

如果扣除各项专款和其他占用资金，也所剩无

几。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资金

调度，而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疲于应付，非常被

动。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其根本出路固然在于

发展经济，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充盈国库。

但就国库资金调度工作来说，也不是无能为力

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资金调

度工作。

（一）严格审查各级预算。做好预算安排是

搞好国库资金调度工作的基础。财政预算的安

排，应当立足于本地的经济实力，如果不顾自身

的财力状况，使支出预算超过财力可能，在预算

的执行过程中，就会入不敷出，致使国库资金不

能保证支出的需要。因此，要对各级预算进行严

格审查，使其建立在可靠收入的基础上。支出安

排要本着“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在保证

经常性支出需要的前提下，安排建设性支出，有

多少钱办多少事。预算安排科学合理，就为国库

资金调度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二）强化预算约束力。加强预算约束是做

好国库资金调度工作的重要前提。财政预算一

经审定，就具有法律效力，在执行中，收入预算

必须完成，而且要有一个较为均衡的进度，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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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不得随意突破，否则，会给资金调度带来意

想不到的困难。

（三）制定合理适当的留解比例。各地经济

实力不同，资金的正常需要量不同，对国库资金

正常存量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应根据各地的

不同情况，参考其上解比例，制定不同的、合理

的留解比例。经济基础较差，财政收入较少，上

解比例小的，或资金正常需要量较大的地区，应

适当多留一些，使其平时有适量的国库资金，来

维持正常的支出，以减少其向上级借款的次数

和数额，减少对省级国库资金调度的压力；经济

基础较好，财政收入较多，上解比例大的，或资

金正常需要量较小的地区，应适当多上解一些，

以充实省级国库，使之增大可供调度的资金量，

掌握资金调度的主动权。

（四）随时掌握各地库款的变动情况，主动

对各级国库资金进行调节。为了搞好国库资金

调度，要采取一些办法了解各地国库资金的情

况，诸如：根据各地月报了解各地收支情况；深

入基层，了解其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各地

因特殊情况（如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造成的

收支变化；利用微机建立数据库，据以分析，预

测各地收支变化及库款变化的趋势等等。而后，

综合所得来的信息，掌握各级的库款情况，主动

及时地对各地库款进行调剂。

（五）积极供应本级所需各项资金。对于本

级各单位的各项经费和其他所需资金，应采取

积极的态度，根据轻重缓解予以供应。对于正常

经费应当严格按预算、按进度适时拨付；对于非

正常的需要，应区别对待，如对救灾款一类的急

需款项应想方设法保证及时足额的拨付，而对

一些非急需性的临时开支，则可以推迟拨付，或

分次拨付；对于重点工程项目所需资金，则应按

进度保证供应。

（六）加强资金开户的管理。近年来，事业行

政单位和财政部门内部各职能部门多头开户的

问题日益严重。这些帐户，除正常经费户以外，

大都是一些所谓的“资金专户”。这些“专户”，有

的是上级部门要求开立的；有的是自行开立的；

有些是有必要的，有些则是没必要的。总的看，

帐户不宜设得太多，否则就会分散国库资金，减

少可供总预算会计调度的国库资金量，增加资

金调度的难度。要搞好资金调度，保证各项开支

的正常需要，必须对资金相对集中，必须对多头

开户现象有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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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事业性收

费的财务管理

（一）关于收费收支

的会计核算。收费收支

会计核算方法与一般会

计的核算方法一样，主

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

容：（1）设置帐户或会计

科目。各单位收费的内

容不同决定了设置帐户

或会计科目的不同。各

单位主要依据现行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结

合自身的业务特点以及

管理的要求，分别设置

帐户或会计科目，分类

进行登记，以便提供管

理上所需的各种信息。

（2）复式记帐，以反映收

费收入或支出等经济业

务的全貌，了解资金的

来龙去脉。（3）填制和审

核凭证。行政事业性收

费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

一制定的收费票据或由

财政部门监制的专用收

费票据，因此每一笔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在进

行记帐时，都应该以上

述收费票据为原始凭

证。（4）登记帐簿。（5）

编报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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