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库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要求，采取切实 有效

的措施，尽快把各级国库机构建立 健全 起 来，把国库

人员充实起来，并采取 专业培训和在职培训等各种有

效办法，尽快提高国库人员的政治、业务 素 质，以 适

应工作任 务的要求。所谓工作落实，就 是在国库工 作

的组织领导和业务建设上，都要按照国库条例 规 定的

要求，切实加强和健全起来；要建立 岗位 责任制，真

正 做到上面领导有人抓，下面工 作有人管，碰到 问 题

能够及时研究解决；在业务上 严 格 按 照条例 规 定办

事，做到科学、严 谨、不错、不乱，充分 发挥国 家金

库在国家预 算管理中的职能作用，保证国家 预 算资金

及时准确的收纳和支拨，并及时反映预算收支执行的

情况和数据，为国家分析财政经济形势、 研 究 决 策提

供信息。

新的国库条例规 定，组织管理国库工 作是人民银

行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对作为具体组织各级 财政

总预 算的执行机关的财政部门来说，做好 国 家金库工

作也有重要的责任，各级 财政部门应 当把国库工 作作

为国家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 入 自 己的议

事日程，协助 人民银行按国库条例的要求，把 思 想建

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搞好。希望各级 财政、税 务

和银行的同志，在各级 人民政府和上级 主管 部门 的领

导下，发扬成绩，总结经验，密切协 作，为开 创国家

金库工作的新局面共同努力！

国家金库管理
关于国库条例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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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 已由国务院正

式发布实施了。它是在原《 中央金库条例》 的基础上

修订的。为什么要修订国库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本文简要谈一下我们的理解。

一、为什么要修订和重新发布国库条例

国库工作是国家预算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

家预算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而国 库条例则是办

理国库工作的基本法规。原《 中央金库条例》 是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2次会议通过公布的，

自公布执行以来，对统一国家财政收支，保证国家预算

顺利执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当 前情况和国家

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来看，原条例已不能适应形势发

展变化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一）原条例是建国初期

制定的，当时在国库管理工作上，还缺乏比较系统、

成熟的经验，因而内容比较简单，不够完善。（二）建

国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 管理体制、

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多次改革和改进，给国库管理

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新形势的要

求，对《中央金库条例施行细则》曾做过多次修订，但

《 中央金库条例》 的修订工作未能及时跟上，给执行

带来一定的困难。（三）从当 前国 库工作 实 际 情况

看，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和业务建设上，都有一些

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修订条例，将一些原则性

的问题，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以便统一遵循。因

此，现在对原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进行一次全面修订，

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对原条例进行一次全面修订，条件也是比较

成熟的。原条例自公布以来，虽未作过修改，但是30多

年来，对其“施行细则”曾先后进行了 8 次修订，在

修订中注意结合了现实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吸取了实

践中的经验，这就为这次全 面 修订原条 例奠定 了基

础。几年来，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主管业务单位为了搞

好这次修订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广泛征集各

地意见，并重点选择了一些省、市进行调查研究。各

地区国库和财政部门也在研究总结中 提出了不少改进

意见和建议。在修订起草过程中，还邀 请了部分省、

市、县的财政、税务、国库部门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

志参加讨论研究、起草。初稿完成后，又先后在全国

预算会计、国库人员训练班，人民银行全国会计工作

会议和全国国库工作会议上进行了反复 讨论修改。总

的来看，这次修订工作做得还是比较扎实的。

二、国库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国库条 例 的名 称。新 条例将原《 中

央金库条例》 改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

其原因是，1950年我国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的管

理体制，金库机构也只 设中央金库，负责全国金库库

款的统一收纳、报解和调度。1951年以来，国家财政

开始实行分级管理，并相应增设 了地方金 库（由中央

金库的分支机构兼理），各级国库的职责权限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同时，这次把条例的名称由《 中央金库

条例》 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 金库条例》 ，名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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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准确，便于和人民银行的“发行库”相区别，有

利于执行中理解和掌握。

（二）关于国库条例的组织结构。原条例只笼统

地写了十二条，四五百字，内容过 于简单。这次发布

的国库条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

践和管理要求，将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诸如国库的

性质、作用、职责权限和组织机构等充实了进去。并

根据国库的职能作用分为“总则”、 “国库的组织机

构”、 “国库的职责权限”、“库款的收纳与退付”、

“库款的支拨”以及“附则”等共六章二十三条。内

容比较完整、要求比较明确，层次比较清楚，便于执

行和检查。

（三）关于国库的职责任务。为了统一对国库工

作的认识，新的国库条例对国库的性质、任务，职责

权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新条例第二条规定 “国家金

库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金的收入和支出”。要求国库

在执行任 务中，发挥促进和监督作用。并强调组织管

理国库工作是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这样有利于

克服某些同志把经办国库工作看作是“副业” ，甚至

是 “额外负担”的思想。

新条例对国库的基本职责规定了六条，包括办理

国家预算收入的收纳、 划分和报解，反映预算收支执

行情况，协助财税机关督促库款的缴纳，以及国库工

作的组织管理等。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国库的基本任务

和主要工作的内容。为了保证国库正 确履行其职责，

新条例中还规定了国库的主要权限，授权国库对预算

收入缴库、库款划分留解、收入退库以及财政存款开

户等负有监督之责等。这说明了国家对国库工作的信

托和重视，同时也为国库人员履行职责提供了必要的

法律保障。

（四）关于国库的组织建设。建国以来，国 家财

政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国民经 济迅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正在

全面进行，国库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国库会计核算任

务相应加重，对国库工作质量的要求 也 更高了。但

是，国库机构和人员配备很不 适应形势的要求。据统

计，目前全国县支库 以 上各级国库 有3，467个，而专

职国库工作人员全国不到200人。绝大部分国库工作是

由基层银行同志兼办代管，而且人员调动多，不稳定，

严重地影响国库各项工作的质量。为此，这次 新的条

例对国库的组织机 构专门写了一章，对国库的管理体

系、机 构设置、人员配备等都提出了原则要求。这是

做好国库工作的组织保证。

（五）关于国库的业务建设。加强国库的业务建

设，是做好国库工作的重要环节。建国初期，金库设

独立会计，国库工作制度手续也比较健全。后来，由于

“大跃进”和十年内乱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片

面强调简化，把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作为 “管、

卡、压”加以批判，使国库业务核算大大削弱了。新

条 例 针 对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除对库款的收纳和

支拨等手续制度作了规定外，还新增了“各级国库应

加强会计核算工作，严密核算手续，健全帐簿报表，

保证各项 预算收支数字完整、准确” 等内容，以加强

国库会计核算工作，克服长期以来 “以表代帐”的作

法，使国库业务工作基础更加扎实。

国家金库管理
我国国家金库的建立 与发展

蔡 玉 治

国家金库是国家财政的总出纳机关，负责办理国

家预算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我国的国家金库是在革命

根据地金库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早在革命战

争时期，党和人民政权在领导财经工作中，就十分重视

金库工作。1933年 1 月，当时的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

会就正式公布了《国库暂行条例》。《 条例》 规定：

“由国家银行代理国库业务”。 “总行设总金库，分

行设分金库，支行设支金库，红军中由总政治部代理

国库。各级金库由主任、会计、出纳三人组成。”金

库的职责是掌管苏区所有收入的保管及支付款项等业

务。要求总库每 日向财政人民委员会报告收支在库数

等等。1 935年冬，党中央到达陕北 后，又不断整顿金

库工作。1941年 1 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财政金库条

例”。银行专设了金库处，下设总、分、支三级金库。

革命战争时期的金库工作，对于完成各个革命根据地

的财政出纳任务，保证革命战争的财政 供给，发挥了

应有的历史作用。

建国初期，在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根本好转的

过程中，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国库的职能作用，提

出迅速建立国家金库的要求，并把建立新中国的国家

金库作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管理的八 大 措 施 之 一。

1950年 3 月 3 日，原政务院在《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

济管理的决定》 中强调指出：“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

如在二月底前尚未建立国库者，统限于三月中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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