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因此，财政贴息贷款受益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承担

一定的利息。利息分担的具体要求为：（ 1）银行贴

息贷款的正常利息由财政与受益户共同负担，可以根

据受益户还款能力的大小确定不同的分担比 例，但发

展趋势应该是由财政负担大头转化为平 均分担。（ 2）
超过财政贴息期限的贷款利息，财政不承担任何付息

的义务。（ 3）对于财政贴息贷款的间 接受益者，如

与受援者的产品挂钩的各商业企业单位，也应 视其受

益程度合理地负担一定数额的贷款利息。

5 、财政贴息农贷资金的管理使用必须坚持一定

的原则。首先，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

的原则。财政、农业银行等部门对扶持的项目，要根

据借款者的自筹资金能力和项目规模的大小，实事求

是地确定贷款数额和比例；借款者应充分挖掘和利用

当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自筹资金的潜力。其

次，要坚持自主自愿、谁借谁还的原则。不得用行政

命令或越俎 代 庖 的 方式分贷款，或强迫借款者开办

自己不愿举办的项目。财政部门对借款者还贷问题不

承担任何义务，也不作任何担保。第三，坚持讲求经

济效益的原则。在财政贴息农贷资金发放 之前，所在

地区、农行、主管业务部门要对借款者开办的项目作

可行性研究，对所办项目商品率高、经济效益大，制

度健全、责任落实、并能恪守信用、按期归还贷款的，

择 优扶持。要集中使用资金，看准一项，扶持一项，

办成一项，不得不分地区、项目主次平均分配使用。
6 、财政贴息农贷资金的管理必 须 由 财 政、银

行、主管部门共同配 合。目前、财政贴息农贷资金管

理的关键在于要有一套健全的 手续和制度，并由各部

门共同贯彻执行。具体地说，主 要 有 以 下五方面：

（ 1）建立健全项目可行性 分析制度。（ 2）健全财

政贴息农贷资金合同制度。（ 3）健全财政贴息农贷

资金的支付制度。（4）健全财政贴息农贷资金的使

用制度。（5）健全财政贴息农贷资金效益检查验收

报告制度。通过制度的建立健全，明确部门分工及责

任，加强部门协作，共同管好财政贴息农贷资金，充

分发挥其使用效益。

问 题探讨

改革现行预算组织形式之我见

曹建霞

我国现行预算组织形式是 单一的预算组织形式。

即在预算年度内，将全部的财政收入 和全部的财政支

出汇集起来，编入统一的预算平衡表内，形成独揽全局

的总预算。各地预算组织形式 也向属一个体系，即在

规定的财政收支划分范围内，制定“一揽子”预算。

这种单一预算组织形式的特点是完整、统一、简

单、明了，能集中反映国家或地区主要 财力来源、去

向、收支规模，以及年度主要政治经济活动目标等。

但是，这种预算组织形式最大的弊病是 “死板”，缺

少弹性，不利于充分发挥财政的调节控制作用。可以

说，这种单一的预算组织形式还是传统的“统收统支”

遗留下来的痕迹。从目前执行过程中看，单一预算组

织形式带来的问题是：（ 1）只能进行总额控制，而

不能将预算收支按经济性质进行区 分，有重点、有选

择地进行安排和控制。（ 2）只 能掌握预算的“静态

平衡”，而不易分析 把握预算的“动态平衡”。（ 3）

只能算算大帐、死帐、而算不好细帐、活帐。此外，

由于单一预算把经常性、临时性、专项性的预算支出

混在一起算帐，容易将 “吃饭”的经费和建设的经费

混淆，相互占用，加剧矛盾；也容易将临时性收支变

成永久性收支基数，容易出现今 年列上去，明年就降

不下来，头年预 算“响当当”，来年预算 “空荡荡”

的 状况。

实践证明，单一的预算组织形式 已不能适应经济

形势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主张将单一预算组织形式改

为复式预算组织形式，即在预算年度内，将全部的财

政收支按经济性质汇集编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收支对

应表，编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预算。其思路是：

一、设立正 常经费和 发展 经费“双轨”预算机

制.在我国，通过预算分配的社会产品，基本上包括

两类不同性质的用途，一类是用于消费，形成消费基

金，一类是用于积累，形成积累基金。因此，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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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应地把国家预算分成正常经费预算和发展经费预

算。正常经费预算从支 出方面说，包括：行政事业人

员经费；社会公共事业维持经费；社会福利和抚恤救

济经费；国防、军事及科研开发经费；后备或者预备

经费等。发展经费预算从支出方面说，包括：对基本

建设的投资；对企业改造的投资；对重点建 设有盈余

项目的投资；建立各类财政信用资金和周转基金等。
二、确立相适应的收支挂钩、科目对应的预算关

系。为了适应设立“双轨”预算机制的需要，可将组

织的各项税收作为正常经费 预算的来源，以保证国家

必不可少的开支需要；将组织的企业及事业收入、其

他收入、债务收入以及正常经费预算结余部份作为发

展经费预算的来源，以保证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

三、建立预算资金无偿使用和有偿使用的固定形

式。目前在基本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实行有偿使用的

情况下，为更有效地发挥财政预算资金的作用，应在

预算的组织形式上相应地将预算资金分为有偿使用和

无偿使用两类。正常经费预算支出基本上是社会性、

服务性、消费性的预算支出，应列作无偿使用类。发

展经费预算支出基本上是专一性、建设性、积累性预

算， 应列作有偿使用类。

四、研究制订中央预算 和地方预算双重管理办

法。由于分设正常经费预算和发展经费预算，现行的

预算管理办法必须予以改革.我设想，正常经费预算

一经确定基数，变动幅度不会太大，可直接交由地方

管理，中央只掌握因政策因素影响的部分和应掌握在

中央的国防军事及预备费支出等。发展经费预算要在

中央与地方之间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既保证国家重

点建设，又给地方有一定发展的自主权，尤其是周转

基金交由地方管理，益处较多。当然，在研究制定具

体管理办法时，要考虑原有的基数和既得利益，贫困

和富裕地区的差别，事权和 财权的统一，国家的整体

利益需要 等。

单一预算组织形式改为 复式预算组织形式有以下

几个 益 处：

一、 “双轨” 预算组织形式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传

统做法，优化了国家 预算 组织 机制，有利于财政调

节，控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改革后的正常经费预

算和发展经费预算，不再是过去的“一揽子”预算。

他们各有侧重，独立存在；但又是 完整的一体，交叉

联系。这样，不仅可以一目了然地区 分正常经费开支

情况，发展经费动向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和增长比例，而 且更有利 于财 政对过 去不易掌握的

“动态预算”即发展经费预算进行有计划、有秩序、

有重点地安排和调节，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

比例的发展。
二、 “双轨”预算组织形式不仅通俗易行，而且

利于管理监督。设立“双轨”预算，制定两类预算平

衡表，看起来复杂些，但实际内涵清楚，渠道分明：

（ 1）正常经费和发展经费不再混淆，有利于各级财

政对年度预算的编制和安排，有利于各级政府和各级

人大对预算的审查和批准；（ 2）区分第一性质和第

二性质的预算，先保证占国家预算收支大头的第一性

质预算，再安排第二性质的预算，以利于财政的平衡

和有效地控制积累和消费增长的比 例；（ 3）实行收

支挂钩，科目对应的办法，各项收支归 类清楚，便于

管理、分析、引导及组织实施；（4）划分无偿资金

和有偿资金的使用，既讲投资的社会效益，又讲投资

的经济效益，既考虑眼前利益，又考虑长远 利益，这

样，还有利于财政对预算的近期乃至长期规划的综合

及全盘、总体预测。

简讯
吉林省财政厅对

机关干部进行电子

计算机应用培训

吉林省财政厅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对厅机关 干部进

行电子计算机普及应用培训。首期培训班已于 7 月 6

日在吉林财税专科学校开学。
吉林省财政厅十分重视电子计算机在财政经济领

域中的开发与应用。1985年建立了微机室，以后又相

继在有关处室装备了微型机，现在全厅有微机14台，

已用于处理各种业务报表，贮存资料与信息，以及进

行人事、工资管理等方面。但是，由于 机关的大多数

干部不会使用，机器利用率低，不能适应当前财政管

理工作的需要。为此，省财政厅决定，从今年下半年

起采取分期分批，对厅机关50岁以下干部进行 普及与

应用微机培训。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对35岁以下的 青 年 干 部的 培

训。每期脱产学习二十天，学习结束由学校对学员进

行考核。

（曲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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