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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1986 年国 家预算收支科目

史绍绂  许永化

1986年国家预 算收 支科目 财政部已正 式印发。今

年的预 算科目是在1985年预 算科 目 的基础上，根据改

革的精神和 “七 .五” 计划第一年的要 求，本 着成熟

一条改一条的原则修订的。今年 的预算科目同去年的

预 算科目比较，预 算收入科目 变化 较 大，预 算支出科

目略 有调整。现 将主要 变 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预算收入科目

1 、预 算收入科目中原 来 的 “各 项 税 收 类”科

目，主要有 四 个 变化。一是根据 税收征管分工 ，将

“各项税收 类” 划分为三个 “类”。即税 务机关征管

的工 商各税，设“工 商税收 类”；海关征管的 关 税等，

设 “关税 类”；财政机关征管的农 业 税等，设 “农牧

业税 类”。新的分类方法，既 便 于征收机关的分工管

理 ，又 体现了利改税 第二 步改 革的进程。二是对 “工

商税收 类” 的各 “款”级科目，基本上按照 不同的课

税对象，即对流转额的征税，对收 益 额的征税，对财

产的征税，对行 为的征税，以 及涉外税的顺 序重新排

列，注意 了 各个税种排列次 序 的科学性。三是对“工

商税收 类”各 “款”级科目按税种设置，一个税 种一

个 “款” ，改 变 了过去“款”级科目 设 置没有一定规

律的状 况。有的税种由于预 算 收入体制划分不同，或

者分成办法不同，为适应各级国库进行预 算收入划分

和分成留解工作的 需 要，通过 “款”下设 “项”级科

目的办 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 ，“产 品 税”是一个

“款”，下设 8 个 “项”，其 中 “中 央石 油 企业产品

税”、 “中央电力企业产品 税”、“中央 石 化企业产

品 税”、“中央有色金属企业产 品 税”四 个“项”，

因为实行中央与地方 “三七”固 定比 例分 成，然后再

参与总额分成，所以要 单 设 “项”；“一般产品 税”

是实行中央与地方总额分成，所以 也 要 单设 “项”；

“进口 产品 税”属于中央预算 固 定收入，所以 也要单

设 “项”；等等。四 是根据 1986年税 制 改革的发展情

况，增删 了一些款级科目。
2、根据预 算科目要体现利 改 税第二 步改革后的

新税种，要反映国家亏 损 补贴政策以 及加强财政、财

务管理的需要，将原来的 “企业收入类”科目 分 解调

整为以下四 大类：

① “国营企业调节税 类”。将原来的 “目”级科

目提 为 “类”级科目，“类”级科目下 按 主要部门设

“款”级科目。这样，既 符 合调节税作为一个新税种

应 当单独反映的要求，也兼顾 了 企 业 主管部门按行业

进行统计分析 的需要。

② “价格补贴支 出 类”。将原来在“企业收入类”

科目中反映的国家规定的 各 种政策性价格（价差）补

贴和1985年价格 体 制改革后的 各 种 补 贴，汇并成一

“类” ，全部移到预 算支 出 科目中去，以 利于通过国

家预算更好地反映国家的价格补 贴 政策。
③“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类”。将外 贸 部门的

全部亏损补贴，粮食、商业部门除 价 格补贴以 外的全

部亏损补贴 ，以 及其他部门 的 亏损补贴，归并成为一

个 “类”，把过去收 入退库（暗扣）的办 法 改 变为在

预 算收入科目中明摆。这样，既 体现 国家的亏损补贴

政策，又 有利于加强对企业 计 划亏损的管理，有利于

促进企业扭亏增盈。

④ “国营企业上缴利 润 类”。设置上述三 “类”

科目后，将原来 “企业收入类”中 余下的 部 分，即未

实行利改税的企业上缴的 “利润”和“资金占 用 费”，

利改税后的国营小型企 业 上 缴 的 “承 包 费”和 “租

金”四 个 “目”，合并为一个 “类”，以 反映 企业税

后利润和 包干上缴利润的 情 况。
对上述①、②、④“类”收 入科目如何按部门设

“款”的问题，曾有过两种不同意见。一种 意 见主张

有一个部门设一个“款”；另一种 意见主张按主要部

门设 “款”，数额不大的部 门均并入其 他 部 门 一个

“款”中。在兼顾需要与可能的原 则下，最后还是采

纳 了后一种意见，即对这三类 “款”级科目 的设置，

按每个部门上缴预 算收入的数额 大 小来定。数额较大

的部门就单设 “款”，数额较小的部门 就 并入其他部

门一个 “款”中，“款”下再按 实有部门设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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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 满足 了对主要部门汇总分析 的 需要，又适当

简化了“款”级科目的设置。

3、原来的 “国家能源 交通重点 建设基金类” 的

“款”级科目，没有完全按 缴 款单位的预 算级次 进行

划分。为 了便于考核地方征收任 务的 完 成情况，这次

修订时，将 “款”级 科目 按 中央、地方不同的缴款单

位划开， 虽然增加了几个 “款” 级科目，但 能 较好地

满足工作上的需要。

二、预算支出科目

预 算支出科目，除政策性价格补贴由原 来 的收 入

退库改 列预 算支出，增加了一个 “价 格补贴 支出类”

科目以 外，其 余各支出 大类只 是对其中 的个别 “类”

的 “款”、 “项”级 科目略 加调整。

1 、 “基本建设 支出类”。根据对企 业 单 位实行

拨改贷，对事业行政单位仍然 实 行预 算拨款，两种预

算支出方式并存的 特 点，在本 “类” 按部门分的“款”

级科目下，一般均增设了“基建拨 改贷” 和 “基建拨

款” 两个 “项”级科目。这样改，有利 于 加强对基建

拨改贷支出的预算管理，也能够 反映生产性 基建支出

与非生产性基建支出的情 况。

2、 为了更好地分析研究行 政管理 费 的 支 出情

况 ，将公安、安 全和司 法 检 察业 务费移入 “其他部门

的事业费类”；将 党政群的干部 训 练费移入 “文教科

学卫生事业费类”（已在1985年通知 修 改）。

3、对国家预 算支出 “目”级科目中的“工 资”、

“补助 工资” 两个 “目” 的说 明，根据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工资改革后的新 的工 资构成，作 了 相 应 的修

改。

此外，国家预 算支出科目中的科学 事业费、各类

教育经费和离休退休费 用，多年 来都是分散在各个部

门的支出科目中反映，需要总数时，再加计 汇总。对

这三项支出，曾研究过集 中 设 “类” 的问题。由于集

中设 “类”，国家预 算支出科目的分类体系要 作 大的

调整，主管部门的财务归口 单位、预 算支 出 指标都要

重新划转分配等等，因此，1986年上述 支出科 目 的分

类暂时维持不 变。

上面是1986年预 算收 支科目的一些 调 整 变 化情

况。所有预 算缴款和拨款单位在具体 使 用时，都应按

照规 定填报和 统计，不能随意更 改，也不 能 该 填 不

填。特别是各个 预 算缴 款 单 位，在 填 写 “国库缴款

书”时，一定要把预算收入科目 的 款、项科目填列准

确完整。各级 财政机 关、税 务机关和各级国库，应 当

加 强辅导，严格 把 关，充分发 挥 国 家 预 算科目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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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按现行行政区划，所

属13个区县，其中： 6 个城区，

3 个 郊区，4 个 县。1981年 以

前，除对四县实行“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比较完整的财政管理

体制外，对各区的财政体制，基

本上是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

办法。1982年至1984年，市对各

区也曾采取过一些 交通 措施，

如：对各区采取“固定补助加增

长分成”的办法。按照 这个 体

制，全市 6 个城区和 3 个郊区，

一年总的财力大体只有六、七百

万元。随着全市经济体制综合改

革的深入发展，市对各区集中过

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严重束缚

了各区的经济发展，改革各区财

政体制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市

里各部门通 过“简 政 放 权”以

后，市里事业体制已将中学下放

给区，企 业 体 制下放了零售商

业，区一级财政的收支范围逐渐

扩大，这就给各区建立完整的一

级财政提供了条件。为了适应经

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在市政府的

领导下，经研究决定，从1985年

起，对市属 9 个区建 立 一级 财

政。比照中央对市实行“划分税

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结合我

市实际情况，市对各区县均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

支，分级包干，定额上交或定额补贴，收入超基数比

例分成”新的财政管理体制。
我市财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既要照顾各区

县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市里适当集中财力的需

要，同时还要从财政体制的角度，保证工资、物价两

大改革的顺利进行。在制定办法、设计比例和测算平

衡的全过程中，具体掌握了以下三条原则：

一是严格按国务院规定的新 体 制 办 事，政策公

开，统一计算口径，不挤不让，有困难摆出来，照顾

在明处；二是在保各区县的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让各

区县寄希望于未来，使区县的财力随着收入的增长而

相应增长，既给压力，又给活力；三是坚持从实际出

发，按照各区县的经济基础和财源大小的不同情况，

分别确定超基 数 收 入的比例。在具体办法中，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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