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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预算外资金规模越来越大。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国务

院决定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是有深远而重要的现

实意义的。近几年来 预算外资金从无人管到采取试编

计划、政策引导，进而又发展到专户储存、计划管理，

财政审批、银行监督，已使预算外资金管理逐步趋向正

常化、 制度化、正规化。但从我县现行行政 事业单位

专户储存的办法来看，我们 认为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我县专户储存办法执行以来的主要问题是：

（一）认识不统一。尽管明确了 专户储存后的资

金所有权 和支配权 不变，但有些单位 仍然是怕字当

头，认为财政专户搞存储，监督用款不自由，因而总

是看眼前，顾局部，对专户储存的宏观控制 作用认识

不足，故采取明里应承、暗里顶牛的态度。

（二）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县行政事业单位的预

算外 资金是分别 性质，采取多种形式实行 专户储存

的。有的以收入全额储存，有的是以收支后的净额储

存，有的以留用的盈利储存。其储存时间 也是根据单

位情况，有长有短，少则按旬，多则按季。由于资金

储存形式多、时间长，加之单位收支仍是一个户，必

然导致单位收了就用，剩余则存，甚至用光了事。这样

不能 取得专户储存、计划管理、财政审批应有的效果。

（三）储存款不足。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储存款

远远达不到 预期数额。以江苏盐城市七县两区为例，

去年一季度末的 专户储存款仅占 应存数的50% 左右，

而且大部分是通过多次催促才存入的。

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搞好预算外资金的专户

储存工作。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从思想上提高认

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深化完善专户储存管

理办法，使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管理渠道，

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那么怎样从制度上深化完善呢？

我们 认为，要改变 现行分别性质的三种 储存办

法，必须实行“全额储存，全面管理”。实践已经证

明，只有实行“全额储 存”，达 到 “全面管理”才

能真正体现“计划管理、财政 审批、银行监督”的职

能作用。况且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收入主要来

自外部，实行“全额储存”是可以办到的。

要实现“全额储存、 全面管理”，并促使单位及

时、足额、自觉地存入专户，从制度上可采取两种办法。
一是 “收支各开一个户”。即凡是有预算外资金

储存项目的行政事业单位，将其收支分别在银行开设

两个帐户：一个 “收入 专户”，一切资金收入均需要

存入此户，只进不出，出仅限于单位定期划入 “财政

专户储存户”；一个 “支出专户”，一切费用和其他

款项结算均在此户支付，只出不进，进仅限于从“收入

专户”上的划入。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收支各 设一个户，存付分别

核算，能促使单位及时划转专户，便于银行监督；其

缺点是：帐户增多，结算较烦琐，易产生串户差错。
二是 “一步存入专户，采取三角结算”.即凡是

列为专户 储存范围 的单位，不管是 现金还是 转帐结

算，不管是同城还是异地结算，不管是收入还是其他

往来性结算，一切资金收入均由银行一步记入 “财政

专户储存户”，所有 进帐凭证同时转给财政，由财政

再分别 传递给有关单位，直接 据以 记 “财政 专户存

款”，单位在银行只开一个用款户。

采取“三角结算”的几个具体结算方法处理：

同城结算的收入，包括单位零星收入的现金和单

位之间的 “付款委托书”、 “转帐支票”，均由收入

单位再填制 “预算外资金专户 储存凭证”.委托书和

支票只作银行的付款单位的支付凭证。“储存凭证”

的格式基本同于 “付款委托书”的内容，增 “结算方

式”一栏即可。一式四联：单位留存、回执、银行收

入凭证、财政入帐凭证。

也可以用一式五联的 “付款委托书”，这五联是

付款单位留存、银行的收款、支付凭证、收入单位和

财政入帐凭证。

这两种方法前者优点是：专用凭证，易于识别、

减少差错，现金缴存、转帐结算均能适用；缺点是：

增加凭证、重复填制。而后者虽则不增凭证、避免重

复填制，但收付单位不对应，略有疏忽就会串户。
异地结算的收入 ，这类结算很难使用“储存凭证”，

只能由银行直接记入专户，财政收到结算凭证后另行

填制有关对应凭证给收入单位予以完备结算手续。
一步进专户比起收支两个户的优点是：银行单位

不增加帐户，不增加工作量，而且专用凭证标志清楚，

记帐简便.不易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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