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为乡镇自筹收入，更不得纳入乡镇 “小金库”。

2 、进行专户储存。在乡镇级国库尚未普 遍建立

的情况下，应由乡镇财政所在所在地农业银行营业所

设立 “乡镇罚没收入”专户，统一收存全乡的罚没收

入款，每季向县财政解缴一 次。

3 、统一收款凭证。由县财政统一印 制 “乡镇罚

没收入凭单”，统一编号，并由预算股负责登记发放，

每半年检查核对一次。

4 、明确开支范围。根据目 前县情乡情，乡镇罚

没 收 入 用 于 奖 励 有 关协同部门经费，应控制在总

额10% 以内。有关协同部门所得部分，主要也应用于

集体福利；奖励个人金额也应控制。

5 、 严格支出手续。乡镇罚没收入 的 开支，要同

乡镇财政预算内资金一样 严 格 手 续。要建立 “一支

笔”审批制度，不准多头多人审批。所有支出凭证，要

有经办人、证明人私章及单位公章，杜绝白条支款。

预算外资金管理

在廉政建设中大力清理整顿

预 算 外 资 金

梁华萍  徐 龙  王玉莹

去年，江苏省铜山县人民政府在推进全县

廉政建设中，通过专题调查和对典型案例的解

剖发现，近几年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之所以能竞

相攀比，滥发各种奖金、实物，擅自购买高档商

品，乱上计划外基建项目，一个重要条件，就

是有财政未管起来的那一部分预算外资金作财

源。因此，铜山县人民政府把预算外资金称之

为 “老虎”，认为截流先断源，止沸先抽薪，只

有抓好预算外资金管理，把 “老虎” 装进 “笼

子” 中去，砍断那些搞不正之风的财路，才能

刹住不正之风。基于这种认识，县政府决定，

要把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作为廉政建设的关

键性环节来抓。
一、层层发动，统一思想，上下 齐 心缚

“虎” 进 “笼”

铜山县近几年在深化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同

时，预算外资金也相伴增多，1986年到1988年

的三年间，几乎翻了一番，由4 142万 元增加到

8 092万元。其中：行政事 业单位 预算外 资金

由2 030万元增加 到4 172万元，纳入 财政 “专

户” 管理的只有1 400万元，有66.5% 的预 算外

资金财政未管起来。铜山县人民政府根据推进

廉政建设的需要，决心对这一部分预算外资金

进行清理整顿，纳入财政管理，切断影响廉政建

设的财路。在清理、整顿正式开始前，他们召集

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组织学习关于加强

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政策规定，全面布置预算外

资金清理整顿工作。同时利用县报、广播、板

报等多种形式，宣传清理整顿的目的意义，并

帮助单位消除三个顾虑，增强清理整顿的自觉

性。一是消除 “清到谁谁挨整” 的思想顾虑。
他们反复讲清，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的目的是

将其纳入财政管理的轨道，改变目前财务管理

混乱的状况，根除造成不正之风的条件，决不

是清理哪家整哪家，即使单位在预算外资金管

理上存在问题，只要能自查自报清楚，自觉纠

正，就既往不咎，或从轻处理。二是消除 “清

理就是充公” 的思想顾虑。他们从一开始就讲

明，清理出来的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凡

是合理 的收 入决不 充公。三是 消除 “花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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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的思想顾虑。他们讲明，把预算外资金纳

入财政管理的轨道，只是财政监督和财政服务

的一种形式，只要开支合理，符合审批手续，

各单位随花随取，优先服务，决不层层设卡。
通过入情入理的说服教育，大家丢掉了顾虑，

有的单位本想打个埋伏，也主动将资金划交财

政专户管理，从而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二、清仓盘库，不留死角，把清查工作做

实

为了加强清理整顿工作的领导，县专门成

立了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领导小组，各乡镇也

相应建立了常设机构，指定专人办公，使全县

形成上下一致，齐抓共管的局面。为了使各单

位在清查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县政府制定

下发了预算外企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实施细则和

处罚暂行办法等六个文件。为了保证清理工作

能扎实稳妥地开展，他们统一使用力量，从39

个乡镇和120个县直单位 抽调1 700余人，对县

乡960个单位私设的小 金库、各种往 来款项、

名目繁多的存放款、多头银行账户，单位的收

费项目、范围 和标 准等，进行了 逐一清 仓盘

库。在各单位自查的基础上，县政府组织了300

多人，分成五个检查组，对全县清理情况进行

了全面检查，并委托审计事务所对各部门各单

位的自查和检查情况，全面检验核实。全县共

清理县直行政事业单位120个，其中行政单位45

个，清查出结余预算外资 金1 850万元（含银行

存款650万元），有收入的事业单位41个，清查

出结余预算外资金770万元（含银行存款560万

元）。全县39个乡镇共清查848个单位，清查出

预算外资金1 400万元。截至 去年10月底，县直

行政单位已划交财 政专户 管理的资 金达1 200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184万元增加1 016万元。
由乡镇管理起来的预算外资金，也由零上升到

1 300万 元。
三、严肃纪律，分类指导，健全预算外资

金管理制度

在清理整顿中，铜山县政府不仅注意把本

县预算外资金底数摸清，而且对清查出来的问

题及时作出处理，并着力研究制定加强预算外

资金管理的办 法，建立 起完 整配套的 管理制

度。
一是坚决取缔小金库。如他们在这次清查

中发现某局机关所属的六个单位在收费和资金

管理上，逃避财务部门的监督，收入不入帐，
私设 “小金库” ，收入金额达15万元，支出达

12万元，大部分用于个人福利奖励，请客送礼，

游山玩水等。又如某乡生产建设负责 人，利用

职权之便，擅自征收塌陷地开发费45000元，作

为 “小金库” 资金，用于购买商品房和供个人

挥霍（这位负责人已受到法律制裁）。这次清

查中，全县共查出并 撤销 “小金 库” 330个，

收回违纪金额42万元。县政府对此十分重视，

并作出严格 规定，今后 任何单 位不得 再私设

“小金库”。
二是取消预算外资金多头存款帐户。一些

单位为逃避监督，将资金化整为零设立多头帐

户，或将资金存入市区各金融部门。清理中县

政府严格规定，凡在徐州市市区银行所开设的

帐户及所有多头帐户一律撤销，并将全部资金

转到本县内新设立的收、支两户，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按照这个要求，他们从全 县查出的

1 628个帐户中已撤掉380个。
三是限期 收回 “三 角债” 和 各种 往来款

项。这次清查中，共清查出这类资金166万元，他
们经过多方面的协调联系，能收回的到去年10

月底已全部收回，对一时确难收回的，也已拟

出方案限期收回。
四是收回委托放款和大面额有奖储蓄，并

没收其非法所获利息。例如有个单位将 “小金

库” 花剩的3000元钱，用于购买有奖储蓄。这

次清查出来后，即决定将其本金和利息一并缴

入财政。又如，某单位经上级有关部门应允，
存入大面额款项达34万元，清查过程中，该单

位 主 动 开 列清单移交县财政，由县财政到期

收回。此类资金全县共清出并已收归县、乡财

政的计38万元。
五是将吃 “双饭” 的事业单位的自收资金

纳入财政挂钩管理。对经人事部门批复并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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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行自收自支的单位，坚决抽出财政拨款；

对目前完全实行自 收自 支还 有一定 困难的单

位，也分别制定了用其收入抵补财政补贴的定

额，减轻财政负担。县属有收入的单位目前已

有61家将资金全部交县财政，实行挂钩管理。
六是理顺预算外资金使用上的条块关系。

过去财政不给资金，靠收取管理费过日子的建

材、冶金、化工、轻纺四大公司及其它少数单

位的预算外资金一直未纳入财政管理，对其约

束力不强。这次清理中，县政府专门给他们开设

了户头，使其转入财政管理轨道。再如公安等

系统，以往是块块收、条条用，而且所、局各

自为政，收支管理比较混乱。经过县、局、乡

三方协调，实行了所由乡财政、局由县财政管

理的办法，从而使预算外资金使用上的条块关

系得以理顺。
七是严格 收费管 理，实 行 “两证一 票”

制。全县共清理县级收费单位83个，收费项目

1 050个，乡级收费单位641个，收费项目1 830

个。经过审定，报经县政府批准，由物价部门

发放 “收费许可证” 和 “收费员” 证，使用由

财政部门监制的票据。从去年10月 1 日起，全

县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已向群众公开，

实行亮证收费，有效地控制了一些单位滥收乱

罚现象。
八是健全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在清查处

理的同时，他们针对预算外资金管理不严、制

度不健全的问题，不断完善措施，强化财政的监

督制约机制，先后制定了《行政部门预算外资

金管理办法》、《预算外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

《乡镇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每月上报用

款计划、收支情况报表和预算外单位财务抽查、

定审、会审制度。他们将过去预算外资金分散

管理，改变为由县乡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

一律纳入财政管理，支出须经财政审核批准。
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清理制定了全县财会人

员百分考评和会计工作升级达标考核制度，以

此来进一步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通过完善制

度，加强监督措施，较好地堵住了预算外资金

使用上的漏洞。

思想政治工作

两个文明一齐抓  

努力做好财政工作

河北省沧州地区财政局

为了提高广大财政干部的政治、 业务素质，促进

和保证各项财政任务的圆满完成，我们以 《 中共中央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指针，

从1987年开始，下大力量抓了财政系统内的两个文明

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并探索出一 条适合行业特点

的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新路子。

一、 文明创建活动的特点和内容 ，

我们开展的文明创建活动，是适应财政系统的行

业特点，以制定和落实岗位目标责任制 为基本形式，

以创建文明财政所（股），文明财政 业务科（室）、

文明财政局为基本标志的一种争先创优 活动。它有这

样一些特点：一是内容的广泛性。它包括财政部门各

个方面，如政治思想、工作作风、职业道德、 业务工

作、 人员素质、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等，从而把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解决了思想

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问题。二是作法的群众

性。它将年度工作的各项任务分解到人，做到 人定岗、

岗定标、标定责、责定分、分定奖，调动 了全体工作

人员的积极性。三是考核的科学性。文明创建活动的

考核验收标准，力求明确具体，能量化的量化，不能

量化的具体化。为了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一般都

把全部工作分解成若干小项，按照标 准逐项打分，力

求科学合理，易于实行。文明创 建 活动 的 基本内容

有：

（一）政治工作制度化。 “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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