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管 理

积极探索搞活预算

会计工作的新路子

山 西省财政厅

近两年来，在坚持抓好预算会 计基 础 工 作 的 同

时，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 展，我们在搞活预

算会计工作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并收到了一定的效

果。

（一）提前拨付补贴款，帮助财政补贴县尽快摘

掉补贴帽子。在这方面，我们通过认真考察后，选定

9 个县作为提前摘帽试点县。在试点中，我们首先把

重点放在帮助试点县进行可 行性 研究 ，认真选定项

目，使这些县把提前拨补的资金用于最急需的生产建

设项目上。同时，我们还同 每个试点县签订了限期脱

贫的合同，使这些县既有动力，又有一定的压力。目

前。这 9 个县在增收减补方面都收到了一定效果。襄

垣县用省预拨的380万元补贴款，支 持了 五个重点项

目，使该县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 优势，经济效益明显

提高。今年该县预计可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

余，按计划摘掉财政补贴帽子。1986年黎城县利用预

拨补贴款216万元，解决了造纸厂引 水工 程 技术改造

问题，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当年投产见效，上缴

税利179万元，增长79% ，1987年上缴税利230万元，

创历史最好水平。通过对造纸厂的 技术改造，黎城县

也可以按计划摘掉财政补贴帽子。
上述事例说明，预算会计工作在服务改革，支持

改革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省预算会 计工作从

单纯拨款的供给型管理开始向经营型管理转变，通过

拨款时间上的变化，合理调度和使用资金，提高了资

金的使用效益，给补贴县的财政 经济 发展 注 入了活

力。

（二）开展财政信用，死钱活用，为地方经济发

展服务。1987年初，我们在临汾地区 进行了利用间歇

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试点，省财政厅提前拨付预算

往来资金1 000余万元，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临汾地区利用 这笔资金，以贷款的形

式通过县财政或企业主管部门投向企业。在贷款投资

上，他们坚持 “优”、 “少”、 “快”的原则，即凡

是名优和出口创汇产品或市场畅销产品，优先照顾；

经省地批准已列入当年计划的技改项目，主体设施基

本就绪，急需填平补齐或配套完善，投资额少，当年

即可投产见效的优先扶 持；经过论证，经济效益确实

好，准备上报待批而且投入 产出 周 期较短 的应急项

目，不分全民、 集体优先 借助。根 据上述原则，针对

间歇资金的时限特点，他们 对上 报的110多 个 项目进

行认真分析筛选，最后审定了46个 项目，利用间歇资

金给以扶持。这样做，不仅支持了企业技术改造，培

养了财源，而且到年底收回了 全部贷款， 并且当年即

增加财政收入300万元。

另外，我们还在发展财政信用方面作了探索。目

前，我省已有 7 个地市财 政部门 组 建 了 财政信用机

构。晋中地区财政局于1984年 成立了晋中地区财政信

用机构。机构组建以来，先 后把过去由财政掌握的五

小资金、文教、支农周转金、地方煤换油资金、 财政

集中的折旧资金、预算外收入等专项资金，共计3 700

多万元，全部集中到财政信用机构周 转使用，开展财

政信用，将财政资金由无 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他们

把这些资金用于企业技改、流动资金周转，扶持效益

好的项目，支持生产发展，开辟财 源。1984年地委、

行署经过可行性论 证，认 为该区 煤炭、铁矿 资源丰

富，于是提出发展地方冶炼企业，弥 补钢材短缺。财

政信用机构积极配合各银行集资1 900万元，加上补偿

贸易共筹资5 000万元，办了几 十个 小 铁厂，到1987

年，全区年产生铁13万吨，基本上 解决了生铁供求紧

张的局面。多年来，晋中地区大多数商业企业靠地方

财政补贴过日子。为 了改 变 这种 状 况， 从1984年至

今，由地方财政贴息通过财政信用 机构 每年拿出500

万元用于全区商业网点的改 造，扩大了营业面，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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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品种，初步扭转了商业亏损局面。晋中地区组建

财政信用机构五年来，以多种渠 道，多种形式开展财

政信用活动，为地方经济建设筹集动员了一笔数量可

观的资金。截至1987年底，共有资 金6 200万元，其中

自有资金4 000多万元，成为振兴 地方 经济 的一股重

要的资金力量。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预 算会计 工作必须适应整个

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要解决当前财政困

难、 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就 不能只在预算内资金上打

转转，必须眼睛向外、 面向整个资金市场，勇于实践，

在不断寻求财政出路的过 程中逐步提高预算会计管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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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 们 制 发 了

“预算会计工作评比竞赛

办法”，对预算会计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决

定每年统一组织一至两次

联检互查活动，并把这个

活动作为年度预算会计工

作评比竞赛的一项主要内

容。为了抓好这项工作，

市成立了联检互查领导小

组，统一组织全市预算会

计联检互查活动。市本级

预算单位、 县（市）区本

级预算单位 ， 凡是有主管

部门的由主管部门组织联

检互查活动，没有主管部

门的由各级财政按照预算

管理方式和单位特点编成

小组组织联检互查活动；

乡镇财政所，按就地就近

的原则编成若干小组组织

联检互查活动。这样，全

市上下形成了一个层层负

责、一呼即起的会计网络。

几年来，我们把预算

会计核算方面和财务管理

方面的内容作为联检互查

的内容。每次检查，都是

根据当时的工作中心确定

若干专题进行统一部署，

下发联检互查提纲，各小

组按提纲要求进行活动。

每年年初，抓好统一建帐

建制工作。半年过后，由市

组织大规模的联检互查活

动，分为 两步 进行，第一步，组织市本级单位会计的联

检互查，同时通知县（市）区组织本级单位联检互查。第

二步是 县（市）区总会计的联检互查，除检查县（市）

区总会计本身工作外，还要抽查几个预算单位。每到

一个单位都是采取 “听”、 “看”、 “查”、 “议”、

“记”、“评”的办法。 “听”就是先听单位主管财务

的领导汇 报，了解其财务管理工作总的概况； “看”

就 是 看帐表凭证，看帐簿记录、 凭证填制是否符合要

求； “查”就是查现金，查实物，看帐物、帐钱是否

一 致； “议”就是对似是而非的问题 进 行 议 论、 研

究、 探讨，看是否符合现行规定；“记”就是对主要的

好坏 作法作记录，看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评”就 是对被检单位的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进行总

评 价，肯定优点，提出问题，以便改进。联检互查结

束后，开总结会，好的单位奖励，好的作法提倡，差

的单位批评，不正确及错误的做法纠正制止。

自1984年开始组织 预算 会计 的 联 检互查活动以

来，我市财政总决算连续被省评为 第一名和第一等。结

合几年来的实践，我们有这样几点体会：（ 1）认真

抓好联检互查活动，有利于提高预算会 计人员的业务

素质。通过会计网（联检互查小组）小组长的直接辅

导和帮助，有些新手和业务素质 较低的 人员就能较快

地适应工作。通过联检互查，实地教练， 可以得到从

书本 上、 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东西。（ 2）认真抓好

联检互查活动，有利于严格贯彻执行各项 财政（财务）

规章制度。联检互查的过程， 是检验 会 计业务处理、

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通过联 检互查，解决帐务处理

上存在的各种问题，能保证各项规章制度 的认真贯彻

执行。（ 3 ）认真抓好联检 互查， 能够充分调动预算

会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决算的编报质量。在联检互

查活动中，每个单位、 每个财会 人员都 参加，既是检

查者，又是被检查者，再加上 年年搞评比，使得既有

压力，又有动力，人 的 积 极 性 高了， 加上联检互查

对一些问题作了及时纠正，就 为年终决算 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 使决算的编报时间和编报质量 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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