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检索目录，并存入计算机软盘。

七、实行财务管理评比制度。市财政局制定了《秦

皇岛市财政局罚没收入财务管理制度》，对收缴罚没款

物的帐务处理，办案费的使用等九个方面做了具体的规

定；同时，还据此制定试行了罚没收入管理工作评比办

法。

八、实行日常监督检查制度。财政部门要不定期地

对执法单位进行“三查”。一是查来源，即查罚没收入的

来源是否合理，有无乱罚款的现象；二是查管理，即查执

法单位对罚没财物的管理，是否符合有关制度的规定，

票据的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领销制度；三是查使用，即

查补助的办案经费开支是否合理，有无滥发奖金及实物

等违纪行为。

九、实行执法单位罚款项目变更申请制度。凡已办

理罚没收入许可证的单位，如需变更罚款项目或执法依

据，必须填制“执法单位变更罚款项目申请表”。填制内

容包括：现行罚款项目、执罚依据、执罚科室；拟新增罚

款项目、执罚依据、执罚范围、执罚科室；拟取消罚款项

目、执罚依据、取消原因、执罚科室、申请单位意见、批准

单位意见等。执法单位申请的增减罚款项目，必须经批

准后方可执行，并办理相应的增减罚没收入许可证副本

的手续。

十、实行群众监督举报制度。通过报纸、电台、电视

台等新闻媒介，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箱，及时对检举

揭发的案件予以妥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举报单位

或个人，对举报有功人员酌情予以奖励。

预算管理

加 强 罚 没收入管理  

保 证罚 没收入及时入库

河北省蔚县财政局预算股

近几年来，我县罚没款物急剧增多，但是由于管理

失控，这项本应上交财政的收入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加

强对罚没收入的管理，保证罚没收入及时足额地上交入

库，我们针对罚没收入项目多、数额大、管理乱等问题，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顿，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比较完

整的管理办法，通过执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90 年

上交财政的罚没收入由 1985 年的 2.6 万元增加到

44.4 万元；今年前 4 个月，共完成 36.83 万元，完成全

年预算的 92.1 %。我们的做法是：

一、加强政策宣传。过去各罚没职能部门认为，自

己罚款就应该自己支配使用。为了帮助克服这种错误

认识，我们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向他们认真传达

贯彻财政部和本县关于加强罚没收入管理的规定；同时

抽调人员，组织力量，深入到现有的 25 个罚没职能部门

进行调查摸底，了解掌握罚没收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具体的宣传解释和指导。经过宣传，使各级领导和有关

人员都明白，罚没收入是国家财政的预算收入，各种罚

没款物必须 上交财政，私自坐支、挪用是违反财经纪律

的行为，从而提高了大家执行国家财经制度的自觉性。

二、实行罚没证统一管理。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

根据各职能部门的工作需要，我们设计印制了五联罚没

证（代现金收据）和没收物品票证，规定各罚没职能部门

必须使用这种统一的票证，不得擅自使用自制票据；同

时，建立了严格的票据领、销、用、查手续。为了便于罚

没职能部门进行结算，我们还专门印制了罚没管理手

册，用于详细记录罚没证的领取、销交、在用和办案费的

计提、核拨等情况。

三、建立严格的款物上交制度。我们规定，零星罚

没收入要按季全部上交县财政局，大宗罚没收入随收随

交；单位交款时必须附上所开的罚没证，经核对无误后，

填写交款书入库。没收的物品由没收单位上交财政变

价处理。具体办法是：没收单位填写没收物品移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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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三份，注明物资名称、型号、数量、金额等，并由被罚

单位（人）及经办人签名；财政局对没收物品票证与没收

实物进行严格核对，然后再行变价处理；移交处理部门

（一般交信托部门处理）。对贵重物品，要由财政局和没

收单位领导亲自到现场参与作价拍卖，避免失误。由于

采取上述办法，罚没款、物管理基本做到了手续完备，钱

物两清，保证了罚没款及时足额地上交国库和没收物品

的安全，避免了截留挪用、物品调换和自行压价私分等

违纪问题的发生。

四、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奖罚严明。对罚没职能单

位的罚没收入，财政局坚持每半年组织一次检查，对按

时入库的，及时拨给单位办案费（半年一次）；对不按时

上交入库的，除责令其交款外，不再核拨办案费。对办

案费的使用，我们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只能用于办案所

需的旅差费、小车用油及修理费，以及少量办公经费，不

得用于其它开支。

预算管理总预算会计核算系统操作
——

《预算管理事务软件》介绍之八

宗 文

系统设置完成后，YS 的总预算会计核算系统操作

主要分为凭证管理和帐目管理两部分。其操作流程与

手工记账的操作流程基本相同。

一、凭证管理

凭证管理包括预算拨款单据处理、原始凭证处理和

记账凭证处理。预算拨款单据处理完成开具拨款单据

工作。用户输入拨款单据的数据后，系统将收付款单位

名称、开户银行、账号、拨款金额和用途等打印到空白拨

款单上。加盖有关名章，即可送银行作为预算拨款凭

证。系统开具拨款单与手工填写拨款单相比，减轻了大

量的手工劳动，减少串款串户等差错，有利于数据的正

确性检查。打印出的拨款单更为整齐、美观，并为制作

经费拨款记账凭证，登记经费拨款明细账，提供了基础

数据。原始凭证处理主要是对原始凭证进行归类、整理

后，把数据输入到 YS 系统，作为记账凭证的明细数据。

记账凭证处理主要是制作记账凭证，即输入会计分录、

金额、摘要等，并进行正确性检查，打印、加盖名章后，作

为记账的依据留存。在凭证管理方面，系统提供了方便

的输入、查询、修改、删除、检查、打印等功能。

二、账目管理

账目管理就是账目登记、查询、打印，也包括账目取

数及账目的年初及年终处理。账目登记就是将通过正

确性检查的记账凭证的内容包括凭证号、日期、摘要和

金额等，按会计科目登记入系统开辟的账本数据库，并

计算各科目的收、付方累计数和余额。账目查询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查账，但不同于手工翻阅账本、而是根据

用户输入的查询条件，通过计算机屏幕（打印机）显示

（打印）所需的特定内容。账目打印就是把已经登记的

账本在打印机上按会计制度的规定打印出来存查。账

本打印分为总账打印和明细账打印两种。总账打印采

用三栏式。明细账打印可采用多栏式，也可采用三栏

式，由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定。账目取数就是用户采用

表格形式，从会计账本中取出所需数据，直接制作会计

报表。系统可以取出上上月累计余额，上月累计余额，

本月累计余额，本月收方累计和本月付方累计。账目的

年初及年终处理主要包括：（1）年终转账，即将有关资金

来源类和资金运用类的余额数通过会计分录转账，转到

预算结余的收、付方；（2）转存旧帐，即将上年度帐目数

据转入新的子目录存放，以便开辟新年度会计帐目数据

空间；（3）清账并将余额转入新账，即将所有的凭证数据

和账本数据都清除，并将 12 月份余额转为新年度的年

初余额；（4）输入年初余额，主要是由 于上下级财政之间

结算等原因影响，需要调整清账时所转的年初余额，通

过屏幕编辑，重新输入或修改有关科目数据。在账目管

理方面，系统运用菜单选择方式，用户根据情况作选择

即可。

三、总预算会计核算系统文件

总预算会计核算系统文件包括总预算会计核算系

统程序文件和程序运行过程中所用到的内存变量文件、

数据库文件和索引文件。总预算会计核算系统程序文

件主要是 Y S.EX E 和 Y S2.EX E。系统运行过程中，还要

用到一些内存变量，存放在内存变量文件中，如拨款单

打印参数文件 YS2BK.M EM 、记账凭单打印参数文件

Y S2PD PR N .M EM 等。存放总预算会计数据的数据库文

件很多，在系统运行中对这些数据库文件操作时，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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