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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复式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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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的发展，不仅 要 改 革财政体

制，而且应改革我国目前的单一预算形式，实行复式

预算形式。所谓复式预算，是指把国家财政收支按经

济性质分类，分别编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预算。国际

上较为普遍的编制复式预算的做 法是，把国家预算分

为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经常预算收入主要是各种有

稳定来源的税收收入，支出主要用于国 家经常性的行

政开支。资本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国 家财政信用收入和

经常预算结余或拨款，支出主要是用于公共投资、偿

还债务以及弥补经常预算赤字。复式预算是从单一预

算演变而来的。1927年，丹 麦最早编制了复式预算。

当时划分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支出的标准是支出所形

成产品的耐久性，把工业投资以及修建学校、医院、

公共建筑物等的投资都作为资本支出。资本预算收入

主要来自遗产税、 公 债和经常预算拨入的折旧基金。

瑞典经过1933—1937年的准备，1938年也实行了复

式预算。以后，南美 一些国家也陆续编制复式预算。

现在，世界上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了复式预

算形式。

复式预算同单一预算相比，各有其优缺点。单一预

算的优点是，预算的编制、 审查 较 为 方 便，简单明

了，便于了解国家总的财政状况，便于组织预算平衡。

单一预算的缺点是：（ 1）不利于按收入的经济性质

安排支出。国家的经济职能越强，这个 缺点越突出。

（ 2）单一预算只是政府的现金帐，而不是真正的支

出帐。预算的平衡是“收付实现制”，而 不是 “权责

发生制”。（ 3）有些西方财政学家指出，单一预算

在经济繁荣时收入增加，为保持预 算平衡支出也要增

加，这助长了经济扩张。相反在经 济 衰 退 时收入下

降，支出也下降，则助长了失业。这不利于发挥财政

政策对经济运行过程的调 节 作 用。复式预 算的优点

是：（ 1）复式 预算将一定性质的收入对应一定性质

的支出，这不仅可以较详细地揭 示国 家 财 政 收支状

况，而且可以较为合理地安排使用各类资金。（ 2）便

于政府权衡支出性质，分别轻重缓急，做到资金使用

的有序性。（ 3）可以使政府支出有较大弹性。由于把

公债收入纳入资本预算，政 府 可以根据情况确定收支

规模，并扩大了财政平衡的范围。（4）有些西方财政

学家提出，在经济衰退时，可以扩大资本支出预算，

增加就业。所以复式预算有利于稳定经济。复式预算

的缺点是：（ 1）由于资本预 算的引入和债务收入纳为

预算收入，为政府掩盖赤字提供了方便。（ 2）如果经

常性收入只能满足经常性支出，资本预算支出全靠借

债，则助长了债务过多和通货膨胀。（ 3）编制复式预

算在技术上较为复杂，有时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

难以划分。

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

家财政担负着筹集资金、 分配和使用资金的任务。经

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我们在预 算的编制形式

上变单一预算为复式预算。同时还要看到，在我国实

行复式预算，对财政工作将产生许多有利的影响。首

先，在我国实行复式预算，有利于按照马克思主义关

于社会再生产原理来安排财政支出。我国财政支出按

其性质可以分为维持简单再生产支出和扩大再生产支

出。如果我们把预算分为经常预 算和投资预算，分别

以不同的资金来源保证经常支出和投资支出，就有利

于较好地处理维持与发展的关系。假设把我国 主要的

税收收入作为经常收入，一般说来，在满足了经常支

出需要后是会有一定剩余的，这部分剩余可用于投资

支出。这体现了先简单再 生产、后扩大再生产 ，一要

吃饭、二要建设的精神。其次，我国在 “七五”计划

期间以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将继 续 存 在 一定的 债务收

入，对这部分收入只有按有偿方式使用并保证其有一

定的盈利，才能减轻以后还本付息的压力和债务负担

在各代人之间的转移。目前的单一预算，把债务收入

与其他预算收入混在一起使用，看不清资 金的使用效

益。如果把债务收入 专列投资预算，就可以较好地克

服这一弊端。第三，复式预算把 投 资 性 支出单列预

算，便于对国家投资进行控制和管理。而且这类投资

一般应按有偿的方式进行，这对于提 高投资效益，具

有积极意义。第四，随着我国 职工退休金的统筹和企

业破产法的逐步实施，由国家承担社会保险责任，形

成国家社会保险基金并对它实行专门 管理已成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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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预算中把这部分资金单列，对于支持经济改

革，维持社会安定以及解决未来老龄社会问 题，都有

重要意义。第五，复式预算 把国家财政收支按经济性

质分列预算，更便于人民对国家预算的审查监督，清

楚地了解政府的活动。这对于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

学化，是有好处的。因此，改革单一预算形式，实行

复式预算形式，是必要的。对于实行复式预算可能产

生的弊病，我们可以依靠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 制度，

扬长避短，加以克服，逐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家预算编制形式。

根据以上思路，我们初步设想将目前的 单一预算

一分为三，即国家经常预算、 国家投 资预算和国家特

种基金预算。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应编制这三种预

算。国家经常预算收入主要是各项税收，支出主要是

文教科学卫生、国家机关、国防等维 持性或消费性支

出。国家投资预算收入主要是经常预算结余和公债收

入，支出主要是生产建设性支出和偿还债务。如果欲

为1981—1986年发行的国库券建立偿债基金，亦可

列入此项预算。国家特种基金预算可以随国家 或地方

政府的情况而定。目前中央的特种基金预 算可以有能

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等，由地方在预

算外管理的城市建设维护费、 养路基金等则可列入地

方政府的特种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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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随

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发展，工业企

业普遍面临着原材

料、燃料涨价和工

资费用增加的新情

况和新问题。在这

种形势下，如何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

增 强内 部 消化能

力，是企业经营管

理中的一个重大问

题，直接关系到企

业改革 的 顺 利 进

行。为了抓好 这项

工作，我 们对湖南

省湘潭市14户工业

企业进行了一次抽

样调查。被调查的

企业有大、中、小

型， 有 全 民 和 集

体，有盈利的，也

有 亏 损的， 涉 及

到机械、轻工、化

工、纺织等不同行

业，具 有一定的代

表 性。

据调查，由于

原材料、燃料涨价

等因素，近年来企

业增支减收的情况

比较突出。被调查的14户企业1985年增支减收1 555，8

万元，1986年增支 减 收2 620 多万元。比1985年增长

68.4% ，占当年销售收入的9.07%。在增支减收的构

成因素中，各占总额的比重是：

单位：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原材料提价 因 素的 影响是大

头，两年均占增支减收因素的70% 以上；利息增支因

素由1985年的44.35万元上升到1986年的255.38万元 ，

比上年增加4.76倍，这主要是 企业产 品积压等原因，

造成流动资 金 大 幅 度上升；产品价格下浮因素的金

额，由1985年的97.15万元 上 升 到1986年的235.34万
元，增加1.42倍，主要是市场竞争加剧和某些产品质

次价高所造成的。据了解，这14户企业， 1985年增支

减收的1 565.8万元，企 业内 部 消化了866.37万元，

1986年增 支 减 收 的2 622，32万元，企业内部 消化了

1 415.18万元，两年的内部消化率都在53% 左右。但是

从14户企业抽样调查来看，行业与行 业之间，企业与

企业之间，消化能力很不平衡。1985和1986两年的 平均

消化能力，机械行业为76.76% ，化工行业为51.76% ，

一轻行业为16.70% ，二轻行业为40.13% ，纺织行业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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