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确保教育经费的重点

在区预算支出中，普教经费是大 头。近 年来，长

宁区财政局虽然尽力作了安排，仍不能满足教育事业

日益发展的需要。1989年，长宁区财政局从既保证重

点支出，又控制支出规模这一要求出发，对教育经费

的安排作了改进。年初，把教育经费占全部预算支出

的比重，从原来的38.8% 提高到40% ，并 确定在决算

时，再按增收分成额的10% 增拨。这一改进，在预算

中突出了教育经费的优先保证位置，而且到决算时还

有增拨的可能，整个预算盘子也不会被突破，因此受

到教育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同时，他们 还从资

金上、政策上扶持教育部门校办工业的发展和提 高效

益。据统计，1989年上半年这个区的校办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长33.5%，用于弥补教育经费的金 额达 275

万元，约占同期预算拨款的15%。

（三）增收不忘节支，用好分成资金

长宁区财政局总结了1988年在天山街道试 行财 政

承包的做法和经验，在全区10个街道和 1 个 镇进行推

广，以调动街道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据1989年 上半年

统计，由街道组织的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长 80% ，街道

也相应得到了一笔分成收入。为了帮助街道用好这笔

财力，长宁区财政局提出了分成资金的投向和安排次

序，首先把大部分资金帮助街道企业 发展生产，然后

按一定的比例用于街道的公益、 文 化、 福利事业，弥

补行政经费和其他机动支出等。街道按这个要求，把

分成收入的70% 用于发展生产，10% 用于精神文明建

设，10%用于弥补行政经费不足，10% 作 为 机 动 财

力。由于规定明确，运用得当，1989年上半年全区街

道行政经费支出仅比1988年同 期增长13.3%。

（四）对行政事业单位全面 实行经费包干

长宁区财政局为了确保全年的预算支出 安排不被

突破，对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经费包干，取得 了

一定的效果。如区体委系统的一些体育 场馆原 来认为

财政核定的经费指标太紧，不够开 支，要求增拨。实

行包干后，感到增拨无望，就一手抓 节约，一手抓创

收，把空余的场地向社会开放，增设服务 项目，扩大

了收入来源，解决了经费不足的困难，不再向财政伸

手要钱。再如区政府的行政科在财政核定 行 政 经 费

后，对机关各部门也实行包干，大 家精打细算每笔开

支，充分利用旧物，压缩购置费支出，1989年上半年

就减少了购置 支 出6 0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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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3年中央决定

建立乡财政并建立相应的

预决算制度以来，目前全

国已有90% 以上的乡（镇）
建立了一级财政和地区性

的预算决算制度。

乡（镇）财政总决算

中的预算内收支决算， 是

国家决算和地方各级财政

总决算的 组 成 部 分。从

1986年起，财政部颁发的

地方财政决算统一表格，

开始把乡（镇）财政预算

内收支决算单 独 列 报 反

映，即：财政决算收支分

级表增辟乡（镇）级一栏，

同时，增加一张乡（镇）
财政收支决算表，以县为

单位列报乡（镇）财政管

理的预算内收支、预算外

收支和自筹资金收支三大

块的总数。几年来经过各

级财政部门特别是乡（镇）
财政干部的努力， 基本上

满足了国家决算和县以上

地方各级财政总决算的汇

总需要 ， 同时 对 全 国 乡

（镇）管 理 的 “三 项 资

金” 也有了一 个 总 的 概

念。不少省、市、 自治区

还建立了比较 完 整 的 乡

（镇）财政决算体系，制

定了地区性的乡（镇）财

政决算统一表格，试编了

乡（镇）财政总决算，取

得了很好 的经验和效果。在此基础上，财政部在去年

10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决算工作会议上，草拟了一套全

国乡（镇）财政总决算统一表格，决定从1989年起试

编 全国乡（镇）财政总决算。为了有助于开展这项工

作，现就决算表格作一简要介绍。

一、 指导原则

乡（镇）财政决算涉及全国已建立乡（镇）财政

的 5 万多个单位、20余万乡（镇）财政干部 ，由于工

作基础不同，干部素质有别。因此制定全国统一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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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原则有两个：一是需要与可能结 合，尽量简化。

只要求编报国家财政宏观管理必需的数字资料。二是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财政部只 规定全国统一汇总

的表格，省、 市、 地、 县、 乡（镇）各级决算 表格，

在保证全国统一汇总需要的前提下，由 各地 根据具体

情况制定下达。

二、 表格体系

全国乡（镇）财政决算统一表 格共 7 张。这 套表

格既保持了乡（镇）财政总决算表格体系的 完 整性，

又能基本上反映乡（镇）财政年度预算执行结果的概

貌

表一  决算总表  以县为单位 填报乡（镇）财政

管理的预算内、 预算外、自筹资金的收支决算总数，

作为反映乡（镇）财政全部资金收支总概况 之 用。这

张表是从原有的地方财政总决算表中移过来的。

表二  预算内收支决算表  反 映乡（镇）财政各

项收支数字和收支平衡情况。这张表基本上是从 原有

的地方财政总决算表中的分级表乡（镇）级 栏内移过

来，为了更好地分析乡（镇）财政收支 构 成 和 超 短

余的主要原因，增加了部分收入 项目 和 “核定 预 算

数”、“调整预算数” 、 “决算收支平衡” 等内容， 以

达到总结预算执行的目的。

表二附表  预算内支出决算明细表  这张表是原

乡（镇）财政向县财政编报的财政总决算中的支出明

细表。其中主要有两点修改变化：一 是鉴于乡（镇）财

政预算内支出主要是行政事业人员经费，因此本表增

加了 “工资”目开支的人数和离退休人数两栏，通过

这两栏可以掌握乡（镇）一级 “人吃马喂” 的基本情

况；二是为了尽量简化，对国家规定的12 个 “目” 级

科目，只设了主要 “目” ， 基本上反映人员经费和公

用经费的定额执行情况。

表三  财政预算外资 金 决算表  这 张 表反映乡

（镇）财政管理的预算外各项收 支 的 构 成和 平衡情

况，只编报决算数，不反映预算 数或计划数。

表四  自筹资金决算表  反映乡（镇）自筹和村

筹乡管的统筹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 况。乡（镇）自筹

资金虽然属于集体性质的资金，但它也是 乡（镇）总

财力的一部分，是乡（镇）财政应 当统管的 “三项资

金” 之一。国家财政也需要从宏观上研究 和 管理。

表四附表  统筹资金决算表  是自筹资金表中乡

（镇）统筹收、支两个项目的具体化。反映乡（镇）

向农民集资的来源及使用情况，是研究 农民 负担政策

的重要资料。统筹资金，有一 部分已纳入乡（镇）预

算管理，有一部分还没有。本表要求填报乡（镇）财

政已记帐管理的统筹资金部分。但为了研究农民负担

政策，要求匡算乡（镇）财政尚未统管记帐的统筹资

金部分，作为表外补充资料逐级上报。

表五  资金活动情况表  反映年末乡（镇）财政

预算内、 预算外、自筹三部分资金的分布、运 用和余

存情况，是作为一级财政总预算的基本报表。

表六  基本数字情况表  反映乡（镇）财政建立

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体制形式、 干部培训及乡

（镇）财政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表七  乡（镇）财政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表  反

映乡（镇）财政建立以来，各级 财政部门的资金安排

情况和当年资金的主要使用情况。 本表只供作研究乡

（镇）财政事业经费政策之用，属于一 次性的报表资

料。

乡财政
加强乡镇

罚没收入管理之我见

江西省广 丰县财政局 胡清洲  潘述国

最近，笔者调查了一部分乡镇财政的收支管理情

况，发现乡镇罚没收入数额较大，多者一乡 每年数万，

少者也有数千。在收支管理上问题较多。

1 、罚没收入基本作乡镇自筹收入，既减少了国

家财政收入，又造成了此项收支管理的难度。

2 、项目繁杂，手续不全，滥罚滥没现象较多，

往往是乡镇领导说了算，缺乏足够的依据。

3 、支出较乱：一是有关人员的奖励 金数额偏大，

未按规定执行：二是返还给有关协同处理部门的款项

手续不全，出现白条领款，有的还无单位公章和经手

人私章。

在当前财政形势严峻，全国上下严惩腐败现象的

情况下，加强对乡镇罚没收入的管理，是十分重要、

也是非常紧迫的。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来加强

对乡镇罚没收入的管理：

1 、明确收入性质。乡镇罚没收入，属于国家财

政收入的一部分，应列为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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