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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国库券发行工作宣传提纲

本刊讯：为了做好 1986年国库券发行 工 作，中央

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 室编写了《 1986年国 库券发行

工作宣传提纲》 ，现摘登如下：

一、发行国库券是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的一项重要

措施库

我国从八十年代初开始 发行国库券，五年 来 共计

发行了237亿元，这对我 国加 强 重 点建设，促进国民

经济的 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 入 了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第七 个 五 年 计 划 时期，各方 面形势很

好。工 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和协调地增长，各项 建设

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国家财政收 支平衡，城乡人民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么好的形势下，为什 么 还要

继续发行国库券呢？这是因为我国目前还 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重点建设资金不 足 仍是今

后一段时期内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 突 出问题。解

决社会主义建设资金问题，首先要依 靠企业 和人民向

国家交纳 各种税收，这是主要的方式；其 次，也 要发

行政府债券和利 用外资，发行国库券就是国家筹集四

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措施之 一。为 此，国务院在充分分

析了“七五”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和发 展趋势后，决 定

“七五”期间继 续 发 行 国库券，筹集一部 分 社会资

金，加强重点建设，以 利于保证 “七五”时期 确 定的

战略任 务的完成。

二、发行国库券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一

种重要手段

发行国库券把单位的预 算外资金和 人民群众手中

的一部分购买 力转移给国家，既增加了国家重 点 建设

投 资，又 不会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和 社 会购买 力总量；

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不减少单位和人民群众拥有

的财富。而且 发行国库券，也是国 家 对当前经济建设

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方向、对国 民经济中积

累和消费的比例关 系、货币发行与 流 通进行宏观控制

与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长期发行国库券不会增加单位和人民群众的

负担

有的同志担心 ，国家连续发 行国库券，从社 会筹

集资金，会不会影响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人民生 活水平

的提高呢？我们说不会的。这是因为，最 近几年 我国

经济形势发展很快，单位自有资 金和人民群众的收入

都有了很 大的提高，1981年以 来，全国预 算外资金每

年以 20% 以 上的速度增长，预计，1985年将达到1，400

多亿元，超过了国家预 算收 入的增长 幅 度；与此同时

全国消费基金增长也很猛，1984年全国职 工 工资总额

已达1，13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190多亿元，增 长 比例

达20.1 % ，远远超过了同期工 业企业劳动 生 产率提高

7.8 %的幅度；城 乡人民储蓄存 款 连 续几年大幅度增

长，仅1984年一年 就 增长320多亿元，预 计，1985年

又将比上年增长30% 左右；而 1986年 发 行国库券60亿

元，其中单位20亿元，个人40亿元，它们只 占全国预

算外收入和城乡人民收入及城乡人民储蓄存款 的 很 小

比例，不会给 企业技术改造和城 乡人民生 活 水平的提

高带来影响。而且，从1986年起，国家开始陆 续 偿还

前几年发行的国库券的本息；随着生 产 的发展，单位

自有资金和城乡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单位 和 人民群

众的 负担能力也将不断提高。

四、积极认购国库券，支援“四 化”建设，是每

个单位和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在 发展生产

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使人民的 物质和文化生

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当前计划外固定资产 投 资规模

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情况虽有所 改 善，但还没

有根本好转；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的紧张 和重

点建设资金不足的状况在短时间内还难 以 彻底解决，

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妨碍了改革的 进行，

对企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也十分不利。

发行国库券，从单位和人民群 众 手中暂时借出一部分

资金用来加强国家的重点建设和基础 设 施的投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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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经济发展打好 基 础，这不仅是 国 家的利益所

在，也是每个单位和全体公民的 切身利益和 长 远利益

所在。积极认购国库券，支援 “四 化”建设，是我们

每个单位和公民的应尽义务，也是发扬爱国主 义 精神

的具体表现之一。

五、国库券利率进一步提高，适当兼顾了购买者

的经济利益

人民群众 购买国库券是为了 支援 国家 建设，国家

也适当 兼顾 了购买者的经济利益。去年单位购 买 国库

券的年息为 5 % ，今年提高到 6 % ，高于银行三年以

上定期存款的利息；个人购买国库券，年息从去年的

9 % 提高到今年的10% ，也高于银行同 期储蓄存款的

利息。个人购买 1，000元国库券，五 年后 一次 兑 现，

可以 得到本金和利 息1，500元。单 位和城乡人民群众

购买 国库券，一方面 以 实 际 行 动支 援 了 “四 化”建

设，一方面从经济上也得到一定的收益，是利 在国家、

利在自 己、利国利民的好事。

六、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的关键在于深入细致地

做好工作

完成1986年国库券发行任 务的关键 是 各级政府要

加强对国库券推销工作的领导，深入细 致地做 好 工作，

确保推销任 务的完成。为做好1986年的 国库券推销工

作，应注意以 下几个问题：

1 、 继续认真做好 宣传动员工作。几 年 来，国库

券的 宣传动员工作收到了一定的 成效，对保证 超额完

成任 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一些 地方，宣传工

作做得不深入，不细致，形式比较单调；个别 单 位简

单从事，只讲任 务，不作宣传，以 至于部 分人民群众

对发行国库券的意义仍不清楚。中 央 领导同志曾多次

指 出，发行国库券筹集建设资金，是加速 “四 化”建

设的一项重要措施，购买国库券支援 “四 化”建设是

每个单位和公民的 义务。今年国务院关 于颁 发《 中华

人民共和国1986年国库券条例》 的通知中再次 强 调了

这点。各级领导和从事国库券推销工作的同志，一定

要把这个精神通过各种渠道传播 到千家万 户。对于群

众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希望各地从事国 库券销售

工作的同志，结合本地的实际 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

解释和说明。最近各地都在进行形势教育，我 们 可以

把发行国库券的宣传动员工作同正 在进行的 形势教育

结合起来，把发行国库券的宣传作为形 势教育的一个

内容。同时各地还可以把积极认购 国 库券，支援 “四

化”建设，作为建设精神文明单位和理想教 育的一个

内容，在群众中树立积极认购国 库券支援 “四 化”建

设光荣的荣誉感，激发广 大 群众的爱国热情，确保国

库券推销任 务的完成。

2、今年国库券发行任 务，采 取 分 配 发行的 办

法，对单位按预算外资金或集体 企业税后留利的一定

比例分配任 务，对城乡人民，一般按收入的 一 定比 例

分配任务。各地区在分配 任 务 时 要 力 求做到比较合

理，对单位要在摸清财力的基础上合理分配。对 单位

分配的任 务属于派购性质，各单 位 一 定要 以 大局为

重，提前安排好购买国库券的资金，按 规 定的期限足

额入库，不要拖延。对职工的推销任务，要在 做 好政
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职工的工资 总 额和不同的

工 资水平，分配到单位，单位可采取自报认 购 或能力

大的多买，能力小的少买的原则，把任 务 落实到班组

或个人。对少 数生 活确有困 难，没 有购买能 力 的同

志，不要分配任 务。国家分配的 购买任 务，单位和个

人都应按期完成。

农村国库券推销工作，过去几年采取普 遍动员和

重点推销相结合的办法，收到 了很 好的效果。今后这

种推销方法还应继续贯彻。特别是今年 国库券利率进

一步提高后，已高于同期银行存 款 的利率，更能调动

广 大富裕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动员他 们 多买一点国库

券是有条件的。对一般地区和一般的农户，各地区可

根据具体情况，适当 分配一些国库券任 务。对 贫 困地

区和贫困户，仍不要分配国库券任 务。

今年国库券面 额最小仍为五 元，各 单 位在落实任
务时，每一个职工 或每一户农民购买任 务的 尾数不能

小 于五 元，没有能力认购五元的 可以 不 购买。

3 、国库券发行工 作，是今后的一项长期任 务，

各地国库券推销委员会 及其 办事机构要固定下来，人

员要相对稳定，力量 不足 的，要适当 充实。各级财政

部门要根据国务院通 知的 精神，设 立 固 定 的 办事机

构，配备必要的 专 职 人员。

4 、国库券发行工作 涉及 面广，需要有关部门密

切配合。特别是国库券的 发 行和还本付息事宜，国库

券条例已经明确规 定由 中国 人 民 银 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其所属机构 办理。国

务院在颁发1986年国库券条例的通知 中也明确指出：
“各级银行要把发行国库券工作纳入 经常业务，认真

做好。各级 宣传部门 应 紧密配合，加强 宣 传 报 导 工

作。”因此，希望有关部门的同志认真贯彻国务院通

知 精神，进一步加强协作，共 同 做 好 国库券 发行工

作。

5 、有部分群众不想在所在单 位 购买国库券，愿

意直接到银行购买，这是允许的。各地银行应当象对

待储蓄存款户一样，为直接购买人提 供 便利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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