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于记帐，本级财力指标单（文）的一般流向

是：预算成立后由预算部门开出切块指标给各

职能科室（含经管一部分指标的预算科室），

并增记《科室支出指标控制簿》（本级财力部

分），再由职能科室 开出 指标 单给 用款单位

（或下级财政）并抄送预算部门，据此减记科

室指标，增记用款单 位（或 下 级 财政）的指

标。属于财政总会计直办支出部分，每月根据

预算支出明细帐直接在《科 室 支出 指标控制

簿》中登记冲减指标。上级追加支出指标，先

由预算部门签收登记《 上级追加支出指标帐》

后，再传递给有关科室，以后的传递、记帐程

序类同于本级财力指标。

为便于记帐，划分资金渠道要设置三种指

标单，即：本级财力的指标通知单、上级追加

指标转下通知单和上年结 转 指 标下 达通知单

（指在财政部门结转）。同时，在预算执行过

程中，还会涉及到科目调剂，必须设置《科目

调剂申请单》，据以作为有关科目的增、减记

帐。
指标帐簿必需确定专人核算和管理，明确

工作职责，建立各项手续制度。要做到核算有

依据，记帐规范化，管理有制度。年度终了，
必须将指标帐簿、指标 单（文）进行 整 理装

订，与预算会计资料一起存档保管。

预算管理
复式预算

在我县的实践

赵尧民黑龙 江 省凌源县财政局

我县的复式预算，是在1984年实行综合体

制改革逐步建立地方 财政 信用 的基 础上，于

1989年开始试行，1990年正式履行法律程序，

经过凌源县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授

权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行的。两年来的实践证

明，实行复式预算有效地推动了财政工作，促

进了财政由供给型向经营管理型的转变，促进

了县乡经济的发展。

一
财政改革以来，我县把财政信用的发展列

为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在支农周转金的基础

上，逐步对扶持国营工商企业、集体企业、乡

镇企业、小区改造、农村小经济区开发、教育

勤工俭学等有经济效益，可以实行拨改借的资

金，全部列入财政信用周转金管理。到1990年

底，我县县乡两级自有财政信用周转基金已积

累到3 200万元，每年可用部 分在 1 000万元左

右，占全县财政包干体制收入的 三 分之一以

上。为了加强对这部分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同

时也为了县财政搞地方 财政 信 用找 到法律依

据，我们于1989年开始试行编制复式预算即经

常性预算和生产建设（投资）预算。1990年经

县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授权人大常

委会批准，把财政信用周转 金 列 为生 产建设

（投资性）预算管理，每年由县财政局正式编

制并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复式预算安排和执行

情况。
为了使复式预算有效地进行，我们制定了

《凌源县复式预算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复

式预算包括经常性预算（即吃饭预算）和生产

建设性预算（即投资预算）。复式预算的编制

原则：（ 1 ）符合上级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政

策和资金分配原则；（ 2）按照国家宏观调控

的要求，坚持一要吃饭，二要 建设的 方 针；

（ 3）符合我县经济发展和收支概况，有利于

加强预算管理
。

经常性预算，按现行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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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支范围编制，预算科目和总会计核算按上

级统一规定执行。生产建设预算以财政信用周

转金为主体编制，仍按《凌源县财政信用资金

管理办法》执行，坚持 以 下四项 使 用原则：

（1）以项目效益为主抓好项目审定，建立项

目库；（ 2）突出财政信誉，强调财政信用，
建立严格的承借承还制度；（ 3 ）建立严格的

追踪反馈制度，签定借款 合同 和 经济 效益合

同，受援单位按月按季填报追踪反馈报告单；

（ 4 ）建立严密的统一会计制度和档案化管理

制度。生产建设预算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会

计科目和会计核算。

二

我县试行的复式预算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

发展起来的，还很不完善。一是目前县级预算

还不是完整的一级预算，占总预算支出三分之

一左右的专项资金年初不能下达，编制预算时

无法完整地体现资金来源；二是从中央到省市

还只编制单式预算，有关预决算方面的方针政

策，县里不能突破。尽管如此，从我县两年来

的实践看，编制复式预算有以下好处：

1.有利于加强预算管理，克服和防止单一

预算收大于支造成支出膨胀 增加 非 生产 性支

出，而支大于收则一律压缩支出的弊病。如近

两年来，我县经常性预算，由于经济滑坡收入

增长赶不不上刚性支出增长的快，每年赤字都在

400万元左右，但生产建设预算 仍能保 障每年

用于县乡经济发展的资金在400—800万元，有

力地促进了县乡经济的发展。
2. 有利于地方财政信用的健康发展。几年

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地

方财政信用 十分活跃，发展较快。而越积累越

多的财政信用资金 长期放在预算外是不妥的。
通过生产建设预算把地方财政信用资金纳入预

算内管理，可以增强财政信用资金的透明度，

提高财政信用资金的管理水平，增强了社会的

制约机制。而且，通过生产建设预算，能把各

职能股室的周转金统一管起来，使资金渠道不

乱，性质不变，便于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使

这部分资金更好地为发展县乡经济服务。
3.实行复式预算，可以推动和促进财政工

作由供给型向经营管理型的转变，扩大了理财

领域，促进生财、聚财、用财的有机结合，积

极扶持了县乡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

并逐步建立起从经济到财政的良性循环机制。

简讯·书讯
简讯

  一堂有深远教育意义的团课

在迎接建党七十周年前夕，为了使广大团员青年

学习了解革命老前辈们当年的战斗风采和奋斗足迹，

学习财政部好的传统和作风， 财政部团 委邀请了原财

政部副部长，85岁高龄的戎子和同志为财 政 部的团员

青年们上了一堂有深远教育意义的团课。

戎老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戎老作为一 名从枪林

弹雨中走过来的理财家，在谈及如何理财时说，在他

当财政部副部长的时候，曾对财政 部的干部职工提出

过明确要求：既然财政部是为国为民理财的，财政部

的干部职工就应理直气壮地以主人翁的姿态认真管好

国家的钱财，不能有大少爷作风，大手大脚 乱花钱，

更不能拿国家的钱财为个人谋私利。另外，在享受方

面，财政部门不能象旧 社 会管钱的那样，手中有了

权就搞特殊化，而要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特别是不

能在住房、坐车等生活问题上有特殊表现。在这一点

上，戎老是做出表率的。解放初期，财政部没有配一

辆好车， 好的车全给了中央 机关和其他部委。他家的

暖气直到1958年才装上。这种 清正廉洁的作风，戎老

一直保持到现在。

戎老对青年同志寄予了热切的 厚望。他说，青年

人是初升的太阳，任重而道远，要接 好振兴中华这一

棒.他告诫青年同志们首先要好 好读书，学习马列主

义，解决好世界观和 人 生观的问题；其次要了解国

情，在了解国情的基础上认识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特

点。第三要努力钻研业务，力争做 财经战线上的行家

里手。

戎老的报告结束后，财政部各司局团支部都进行

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戎老所讲的 财政部的传统，

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一定要接好振兴中华这一棒，

为国理财，为民理财，贡献青春。
（武翠英  姜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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