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不仅造成财政虚收虚支，而且财务处理手

续比较复杂。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规定有

弊病。如有些发案单位领导为了顾全面子，或

怕影响奖金，或为保持先进牌子，出了问题隐

匿不报。有的发案单位领导，当政法机关把查

获的被盗财物送上门时，还不知道是自己单位

丢失的。有的还不承认是自己单位的财物。这

种退还失主销帐的作法，客观上助长了发案单

位的官僚主义，加大了政法机关破案的难度，
同时也不利于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

加强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的责任心。因此，“通

知”规定，今后政法机关查获的 属 于 机 关团

体、国营企业、事业单位被盗财物，除已报案

并经政法机关正式判归原单位者外，一律上缴

国库，不再“物归原主”。我们认为，这样修

改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财政部根据有关领导指示和绝大多

数执法机关的意见，经过与有关 主管 部门协

商，在“紧急通知”规定中，取消了对少数执

法机关可以单设奖励制度的规定。这样做，一可

以消除此项制度曾带来的副作用，二可以明确

对第一线查缉破案有功人员的奖励，不要只局

限于物质方面，而是应当同对他们的工作考绩

结合起来，比如晋级、提升等。今后执法机关

干部，无论第一线、第二线，内勤还是外勤，
都要同本机关全体职工一道评奖，不搞“特殊

奖励”。

预算管理
价 格 补 贴 改 列 支 出

是预算管理制度上的一大改进

蔡 玉 宗

价格补贴，是国家为了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指导

消费，稳定市场商品价格，保障人民生活而采取的一

项重要调节措施，是财政分配的一种手段。过去，我

国的价格补贴是采取冲减预算收入的办法处理的。现

在看来，这样的处理办法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近几年召开的全国人 民 代 表大会上，不少代表提

出，应当把这些政策性的补贴由冲减财政收入改列财

政支出。为此，1985年，财政部首先把“粮棉油超购

加价款”改列支出。从1986年开始，政策性价格补贴

（不包括外贸进出口商品的亏损补贴）全部由冲减收

入改列支出。这样改有以下几点好处：

第一，有利于体现国家预算的分配政策。政策性

价格补贴是国家在价格变动的 情况下，为保证人民群

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受影响而采取的一项有效措施，

是国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的一项分配政策。冲减收入的办法，虽然使人

民群众得到了政策性价格补贴的实际好处，但却不能

在国家预算中反映出来；而改列支出，通过增设专项

预算支出科目，就可以把国家每年用于价格补贴的项

目和资金数额摆在明处，有利于从国家预算上体现党

和国家的分配政策，让人 民 群 众 知道自己得到的实

惠。

第二，有利于真实反映国民收 入分配中的比例关

系。大家知道，国家财 政 支出的安排，多少 用于积

累，多少用于消费，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积累基金和

消费基金的比例。政策性价格补贴虽然大部分补在生

产环节或流通环节，但通过商品交换实际上大都转移

到消费者手中，进入消费领域。因此，价格补贴实质

上还是消费性支出。采取冲减收入的办法处理政策性

价格补贴，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减少，这部分消费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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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被掩盖起来，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比例也就不能

得到真实的反映。再说，政策性价格补贴按冲减收入

的办法处理，就使得国家财政收入低于国家实际集中

的社会纯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低于实际的支出水平，

不能真实地反映国家预算收入和支出的全貌，影响国

民收入分配中有关比例关系。

第三，有利于加强对价格补贴的监督、管理，有

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政策性

价格补贴按冲减收入的办法处理，一般是由各个基层

税务监交机关按计划退付，不再按实报帐。虽然手续

比较简便，却不利于财政部门对政策性价格补贴的监

督和管理。将政策性价格补贴改列支出后，各有关单

位必须事前编报预算，事后编 报决算，并且要经过财

政部门审查后才可以列支。这样就能对政策性价格补

贴加强计划指导，有利于防止个别单位任意扩大价格

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从一

个部门来看，政策性价格补贴 冲减收入，使政策性亏

损和经营性亏损混在一起，吃“大 锅饭”，既不利于

财政部门对企业经营性亏损加强管理，也不利于企业

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改 列支出后，把政策性亏

损在支出中单独反映出来，对于政策性亏损，经财政

部门核定后，由预算拨款 解决，包干使用，有利于加

强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的责任感，有利于促进企业在

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扭转经营 性亏损，减少政策

性亏损。

此外，政策性价格补贴改列支出，对于今后财政

体制、价格体系、工资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也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

由上可以看出，政策性价格补贴由冲减收入改列

支出是十分必要的。由于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

强，在执行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要提高对这项改革的认识。政策性价格补贴

由冲减收入改列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财政部门

的工作量。特别是政策性价格补贴冲减收入的办法实

行多年，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已经习惯了，熟悉了，对

改列支出可能会感到不适应。同时，对享受政策性补

贴的部门和单位，打破了吃退库的 “大锅饭”，要求严

格了，责任加重了，开始也可能感到不习惯，甚至反

感。这就要求大家要从经济工作的全局出发，充分认

识价格补贴改列支出不仅仅是预算编制方法的改变，

而且是一项有利于加强宏观控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措施，不能只从局部的或个人的角度来考虑问

题，而应从大局出发，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二、 对各项补贴所需要的资金应进行妥善安排，

使这部分支出得到保证。政策性价格补贴由冲减收入

改列支出，会使帐面上的财政收入增加一部分。但增

加的这部分收入是虚增，不是实增，不同于由于生产

发展、流通扩大等而增加的收入。因为它实际 上已经

有了明确的用途，即用于各项价格补贴。如果把这部

分收入再安排其他支出，就会出现“一女二嫁” ，冲

击预算平衡。所以各地在安排预算时要注意，无论是

补贴总额还是分项的补贴数额，都要做到原来收入退

库转出多少，支出就安排多少，收、支等量增加，使

用于价格补贴的资金得到保证。

三、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国 家规定，原作

为预算收入退库的价格补贴，包括粮棉油加价款、粮

棉油价差补贴、市镇居民的肉食价格补贴、平抑市价

肉食价差补贴、平抑蔬菜市价价差补贴、民用煤销售

价差补贴、猪皮制革和制皂用油价差补贴等，从1986

年起，全部纳入支出预算管理，列入 “价格补贴支出

类”。各地应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把应该改列支出的

项目改过来。对原来暗扣收入的补贴，要把帐算清，

从收入中划出来，不要因 为 不 好算帐而仍然冲减收

入，同时又在支出中列支，拿双份钱。在改列支出的

具体工作中，遇到难以 解决的问题，可以及时报上级

财政部门研究处理，但不要随意改变统一的办法。

四、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关系。 政

策性价格补贴改列支出，涉 及到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

的利益分配。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总原则是：中央和地方

都不能因为编列预算办法的改变而转嫁原有负担，改

变原定的收支划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原来由中央

财政支付的政策性价格补贴，由中央财 政 专项拨款，

年终根据财政决算支出数或有关规定，单独结算；上解

地区会因为改列支出，在资金调度上出现困难，其中应

由中央财政负担的部分，财政部将根 据实际执行进度

予以拨付。总之，价格补贴改 列支出不会增加地方财

政的负担。同时，地方财政也要严格 按有关规定和要求

去做，不要希图通过这项改革从中央财政另拿好处。

五、要加强财政部门对政策性价格补贴支出的管

理和监督。价格补贴改列支出，为财政部门加强对价

格补贴的管理和监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加重了

责任。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支出管理的要求，严格执

行预、决算制度，加强审查、监督工作，督促各有关

主管部门及时编报价格补贴的预算、决算和预算执行

情况报表，督促他们 遵守政策、制度，帮助他们解决

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从1986年 1 月 1 日起，已改

列支出的价格补贴，不允许再签发“收入退还书”退

库，以维护财政制度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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