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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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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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