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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社会文教行政事业周转金考核指标及计算方法

詹静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财政部门

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许

多地区相继设置了文教事业周转金，采取有偿

使用、约期归还的办法，支持一些有条件的文

教事业单位在国家法令、政策允许的条件下，

积极合理地组织收入，补充事业经费不足，增

强单位自我发展能力，并取得了 一 定 成 效。
1988年，财政部颁发了《关于社会文教行政事

业周转金设置、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进

一步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但是，由于缺乏

统一的考核指标体系，无法全面、系统反映文

教事业周转金的运用 情况。为 此 ，1990年10

月，财政部印发了《社会文教行政事业周转金

考核指标及计算方法》（以下简称《方法》），

确立了社会文教行政事业周转金的考核指标体

系，统一了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本文就各项

指标的设置、作用及相互关系谈点个人的体会

与认识。
根据大体合理、简便易 行 的原 则 ，《 方

法》 共设置了 6 项指标，即：周转基金总额指

标；周转金投放总额指标；周转金周转速度指

标；周转金回收率指标；周转金沉淀率指标；

周转金经济效益指标。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周转基金总额指标。周转基金总

额，是指一定时期内各级财政部门投入的周转

基金总和。它包括收取并转作周转基金的资金

占用费、逾期资金占用费和上级无偿拨给作为

周转基金的专项资金，不包括上级借给、需要

归还的周转金（这部分周转金的情况按借用要

求另行上报）。这个指标对周转基金的计算口

径作了明确规定，避免各级财政部门在统计周

转基金数额时出现重报或漏报现象，可以准确

反映报告期全国或某一地区财政部门掌握的周

转基金数额。
二、关于周转金投放总额指标。周转金投

放总额，是指各级财政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借

出的周转金数额。它包括收回再借出的周转金

数额。例如，某财政局有 周 转基金100万元，

1989年初借出100万元，其中借 用 期一年的60

万元，借用期半年的 40万元；下半年收回40万

元后又全部借出，则该财政局当年周转金投放

总额为140万元。
三、关于周转金周转速度指标。周转金周

转速度设两个指标：一是 “年度借用周转金周

转次数” ，用报告年末周转金投放总额除以报

告年末累计周转基金总额求得；主要反映周转

基金的利用、运转情况。按前一个例子，则某

财政局年度借用周转金次数为1.4次

。二是 “年度借出周转金平均借

用期（天）” ，用报告年投放各笔周转金与各

笔周转金借用天数乘积的总和除以报告年周转

金投放总额求得；主要反映借出周转金的平均

借用时间。例如，某财 政 局1989年投 放（借

出）周转金100万元，其中借用 期 为60天的20

万元，150天的30万元，300天的50万元，则：

年度借出周转金平均借用期=

（天）。

两个指标比较，周转次数指标计算比较简

便，常用于逐级汇总上报；平均借用期指标采

用加权法计算，计算方法虽相对复杂一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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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一些，常用于对本级或下一级借出周转金

情况的考核。
四、关于周转金回收率指标。周转金回收

率，是指实际回收周转金总额与到期应回收周

转金总额之比。《 方法》规定，到期应回收周

转金总额不包括到期无法归还，已核销的周转

金。这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在报告期内因某种

特殊原因造成一笔周转金无法收回（已核销），

在统计回收率时不扣除掉，则不管今后周转金

回收工作做得多么好，累计回收率始终达不到

100% ，不利于动态考核、分析。因此 ，周转

金回收率设两个指标：一是 “累计回收率” ，

二是 “当年回收率” 。累计回收率一般是指设

置周转金年度至报告年年末的累计数。但也可

以根据需要另定为近三年或五年的累计数，下

级单位可按上级报表要求填报。
五、关于周转金沉淀率指标。周转金沉淀

率，是指因特殊原因无法收回，经批准已核销

的周转金与周转基金总额（含已核销周转金）

之比。按照周转金管理办法规定，单位借用周

转金要由主管部门担保并承担经济责任，原则

上不存在周转金无法收回的沉淀问题。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非主

观原因造成的周转金无法归还问题。为了正确

反映这一现象，设置了周转金沉淀率指标。因

为周转金沉淀问题很少发生，所以，周转金沉

淀率指标按累计数计算。
周转金沉淀率指标与周转金回收率指标之

间存在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关系。例如，某

财政局有一笔难以回收的周转金，如不核销，

回收率指标就会降低；如予核销，回收率指标

提高了，但沉淀率指标也相应提高了。两个指

标互相关联、制约，有利于促进有关单位加强

对周转金的管理。
六、关于周转金经济效益指标。周转金经

济效益，是指因使用周转金而 取得 的 经 济效

益。《方法》设置了毛收入（产值）、纯收入

（纯利润）和税金（含各种税 金和附 加 、基

金）三个主要指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纯

收入不是通常的利润概念，而是扣除按规定缴

纳的所得税和各种基金后的纯收入、纯利润。
周转金经济效益指标是个核心指标，同时又是

个难以计算的指标。由于借用周转金的生产经

营服务单位的经济效益是多种因素（包括借用

周转金）综合形成的，单独计算哪种因素所带

来的经济效益都有一定难度。因此，计算的周

转金经济效益只能是个大体合理的近似值。本

着大体合理、简便易行的原则，对毛收入、纯

收入和税金三个经济效益指标均设计两种计算

方法：一是借用周转金用于技术改造、购置设

备等用途的，用项目改造、购置设备后年度实

现的毛收入（或纯收入、税金），减去项目改

造、购置设备前年度实现的 毛 收 入（或纯收

入、税金），再乘以周转金占技改、购置总投

资的比例求得。二是借用周转金用于补充生产

经营流动资金的，用报告年度实现的全部毛收

入（或纯收入、税金）乘以周转金占项目资金

总额的比例求得。各单位可根据借用周转金的

不同用途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采用两种

方法计算的数据可以加总成一项指标。例如，

某单位借用50万元周转金购置设备，经计算获

纯收入10万元，借用30万元周转金补充流动资

金，经计算获纯收入 5 万元，则可相加为：借

用周转金80万元，报告年获纯收入15万元。
周转金效益指标的计算时间以年为单位，

从借用周转金年度起，至借用周转金全部归还

年度止。周转金的滞后效益略去不计。例如，

某单位1988年初借得周转金50万元，当年归还

10万元，1989年归还20万元，1990年归还20万

元，则1988年按50万元周转金计算效益，1989

年按40万元周转金计算效益，1990年按20万元

周转金计算效益。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六项指标均按资金归

属关系分别进行计算、考核。例如，某县财政

局自有周转基金100万元，从市财 政局借得周

转金20万元，总计120万元全部 投放 本县有关

单位。但对本县周转金计算、考核时，只能按

100万元算，另20万元的情况上报市财政局，作
为市财政局的周转金进行计算、考核。以此类

推，以避免统计数字重复或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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