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财政局的 3 位副局长利用工作间隙都担任了授课任

务。不少地方还注意将财经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

师资队伍中来，从而逐步形成了一支较为正规化的培

训力量。

（三）选用与自编相结合，解决教材缺乏或老化

的问题。在培训 中 ， 各 地对现有的一些基础知识教

材，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有选择地采用。省、地（市）、

县财政部门还根据现实情况和业务变化的需要，积极

动员人、 财、 物力自行编写了一些单项教材。如宣城

地区财政部门除选用了现有的财政基础知识、乡（镇）

财政会计、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与农业税等教材组织学

员学习外，还 编印 了一本14万字的《 乡（镇）财政干

部学习材料》 。安庆市财政局针对农业税政策执行情

况大检查中查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 题，编写实例，组

织学员进行业务实习， 通 过实习作业，学员结业后基

本上能独挡一 面地开展工作。

此外，各地还采取了不少有力 措施多方培训农财

干部。如巢湖地区各级财政部门为了广开学路，快出

人才，在合理安排学习与工作的情况下，积极支持财

政干部报考电大、 函大、 业大与自学考试等等，并对

学习成绩显著者采取奖学金的办法予以鼓励。阜阳地

区财政局还专门组织各县（市）对培训工作进行评比

竞赛，有力地推动了全地区 培训工作的开展。

鼓 励 自 学 成 才

  舍 得 智 力 投 资

山西省高平县财政局，为进一步提高财政干部的

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实现知识更新，狠抓在职干部

的学习，取得较好效果。

一、 全省正规划理论教育——哲学电视教学开始

以来，高平县财政局99%的干部参加了学习。局里严

格遵守统一安排，保证每周二、五为电 视教学时间，

还组织考前辅导。全局参加学习的干部，在八月份的

全省统考中都取得了较好成绩。

二、今年六月，根据建立乡财政的工作需要，县

财政局举办了乡财政干部培训班，聘请熟悉业务的财

务人员任主讲教师，局里各股、室的领导也讲授业务

知识。此外，还充分利用各股、室总结汇报工作的机

会，对一些具体业务问题组织讨论，围 绕工 作中心进

行业务练兵，大大提高 了干部业务素质。

三、针对财政局 干部 专业 不对口的 多、年轻人

多，大专毕业生少的情况，支持在职干部参加业余学

习、鼓励那些没有达到中专文化程 度和已有中专文凭

但专业不对口的同志参加电大、函大等业余学习。19

85年，包括乡财政干部在内，全局共有41人报 名参加

省会计函授学校的学习，有一人考取了电 大党政干部

专修班。对参加学习的同志的学 习经费、时间等，局

里都给以充分的保证。

（高平县财政局）

更 正

本刊第10期第29页左栏第 4 行 “上 交税 利7.8万
元” ，应 为 “上交 税金7.8万 元”。

实行“拨改贷”，这是一种有偿供应基本建设资金的办

法，它对于调动各方面管好用好基本建设资金，提高

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具有积极作用。

（五）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

理体制，是确定国家与行政事业单位在财政资金支配

使用和财务管理权责方面的一项根本制度。它的基本

内容是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实行主管

单位管理、所属 单 位 管 理、 基层单位管理 “三级管

理”的前提下，根据事业、 行政单位的性质和收支情

况，分别采取 “全额预算管理” 、 “差额预算管理”、

“企业化管理”等形式，以正确处理国家与行政事业

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目 前，各地 推 行的“预 算包

干” ，事业单位实 行企业化管理，以扩大行政事业单

位的权利和责任，调动行政事业单位增收节支的积极

性，是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确定合理

的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对于促进行政事业单位节

约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保证行政工作任务的完成，

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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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干部中专自学辅导

财政基础知识

  第八讲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

胡乐亭

本讲辅导《 财政基础知识》 教材第八章的内容，

重点讲述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有关

预算管理体制的具体内容，留待《 国 家预算》 学科中

讲述。

一、什么是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管理体制，是确定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

国家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财力分配和管理权责的一项

根本制度，是国家经济 管 理体制 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

分。

财政资金的筹集和分配，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地

方各级、国家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经济利益。国家为

了正确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财政分配关系，根据统一

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

要，通过财政管理体制，划分各级 财政和企事业单位

的收支范围，明确各自的管理权 责。所以，财政管理

体制的实质，是处理财政分配中 的 集 权 与分权的关

系，它反映了我们国家内部全局与局部、 宏观与微观

的分配关系，体现着中央、 地方、 部门、 单位之间根

本利益一致的分配关系。一个 好的财政管理体制，能

够调动各方面增收节支的积 极性，有利于 发挥各级财

政的职能作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果，促进国民

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建立财政管理体制的原则

（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我国的政权

机构和经济管理体制，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国家

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 是 按照“统一领

导，分级管理”这一基本原则建立的。

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 相互关系中，

统一领导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 为，我国是一个政治

上实行中央统一领导，经济上实行计划管理的社会主

义国家，只有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全局利益，地

方和局部的利益才能实现。体现在财政管理体制中，

有关全局性的财政方针政策，必须由中央统一制定；

国家财政收支计划必须由中央统一核定；全国性的财

政法令和规章制度，也必须由中央统一 制定。在中央

统一领导下，还必须实行分级管理，因为分级管理有

利于各级政府对当地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广泛调动

各级主管部门和基层单位增收节支的积极性，确保国

家财政收支任务的顺利完成。在财 政管理体制中，分

级管理主要表现为地方单位有三项职权，一是对本级

财政预算和本单位资金的 统筹安排调剂权；二是对本

地区本单位机动财力的支配使用权；三是对贯彻全国

统一财政制度的实施细则、办法的制定权。

（二）与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原 则。财政管理

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必 须为经济基础服务，与

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解放初期，为 制止通货膨胀，

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需要把 国 家财权集中到中央，

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1 953年，

国民经济转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为 适 应这一客观形

势的变化，财政管理 体制实行了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

分级管理，这样，既保证了国家主要财力集中用于重

点建设，又照顾了地方因地制宜 地举办一些必要事业

的需要。此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管理

体制相应作了多次调整，有时集中多 一些，有时分权

多一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 民经济采取

了重大的调整措施，并对 经 济管 理体制进行改革。

1980年起，财政管理体制从加强地方权责和 搞活企业

出发，改变了长期以来“统收 统支” “吃大锅饭”的

办法，试行了多种形式的 “分灶吃饭”的体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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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84年第二步利改 税的 全 面推 行，为 正确处理国

家、 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稳定 财政收入，进一

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创 造 了有利条件。从1985年起，

又实行了 “划分税种， 核定收 支、 分级包干”的新体

制，国家财政收入按税种划分为中央 财政固定收入、

地方财政固定收入、 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大类；中

央、地方财政支出，按隶属关系基本维持原来体制规

定的范围不变。这个新体制 更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

（三）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 财政管理体制，

贯彻责、 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就是在财政分配中，

要使各级政府、 企事业单位都有适当的财权、财力，

承担相应的责任，享有应 得 的 利 益。即做到 各司其

职、各有其权、各负其责，把财力分配同地方、企事

业单位的贡献大小 以及效益的高低结合起来，更好地

调动各方面增收节支、 提高经济效益 的积极性。

三、财政管理体制的范围

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从广义上讲是由国家预算

管理体制、国家税收管理体制、国 营企业财务管理体

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和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

构成的。下边分别作简要介绍。

（一）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国 家预算管理体制，

是国家在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预算收

支范围和管理权责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具体规定了各

级政府筹集资金、支配 使 用资金的 权力、范围和责

任。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主导环节，直 接影响和制

约着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其他环节。正确合理的预算管

理体制，对于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管理财政的积极性，

圆满实现国家预算收支任务，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家税收管理体制。国 家税收管理体制，

是国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税收 管理权限

的一项根本制度。它是 财 政 管 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国家税收管理体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税法的制

定和颁布权、税法解释权、 税种开征和停 征权、税目

增减与税率调整权以及减税免税 等项权限在中央和地

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确定和划分。长期以 来，上述税收

立法和执法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地方的 管理权限，

则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发展，时大时小。从现行税

收管理体制的内容看，税法的制定和颁布，税种的开

征和停征，税目的增减以及税率的调整等关系国家全

局的，都是由国务院统一规定。在一个省、市、自治

区范围内，凡停征、 免征或开征某一 税种，有关涉外

征税的豁免，盐税税额的调整、 减免，烟、 酒、糖、

手表等高税产品的减税免税等，均须报 财 政部批准。

个别纳税单位同生产、 经营、 价格变化需要定期减税

免税；工业企业利用 “三废” 作原材料 生产的产品、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乡镇企业的产品税收减免；地

方税的减免，税率税额的变更 或停征，以及根据中央

税法制定具体征税办法等，可由省、市、自治区政府

审批。

税收管理体制，主要权限集中在中央、有利于保

证国家税收政策法令在全国范围内贯 彻执行；给地方

一定的税收管理 权 限，有 利 于地方结合本 地具体情

况，及时处理征收管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保证国家

税收及时，足额纳入国库。合理的税收 管理体制，对

于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 税收管理，保证财

政收入，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具 有重要意义。

（三）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国营企 业财务管

理体制，是确定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财力分配和财

务管理权限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包括企 业生产经营资

金的供应管理、基本折旧基金管理、成本费用管理、

利润分配管理、专项基金管理等方 面的管理制度，内

容比较广泛。建国以来，国 家 对国营企 业 的 财务管

理，虽然作过一些改革，但基本上是统收统支，企业

创造的纯收入绝大部分上缴，企业 生产经营以及设备

更新、 技术革新等方面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供

应，企业亏损也由国家财政弥补。这种统收统支的财

务管理体制，是同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预

算体制相适应的。为了改变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过分集

中、统得过死的状况，1979年至1982年对国营企业实

行了利润留成办法，扩大了企 业自主权。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的发展，1983、1984年对国营企 业又实行了利

改税两步改革，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使国家与

企业的分配关系逐步稳定下来，适应了当前经济体制

改革的要求。

（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基本 建设财务管

理体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国 家与基本建设各有关

单位之间对建设资 金支 配 和管理权限的一项根本制

度，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基本建设投资管理、施工企业

资金管理和成本管理等。其中心内容是基本建设投资

管理。建国以来，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体制，长期

采取无偿供应的基本建设拨 款办法。从1981年起，我国

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对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体制

进行改革，试行基本建设贷款办法，1985年全国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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