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外资金由财政部门集中代管以后，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支持了地方预算和银行解决资金 周转 的困

难。1980年至1983年，广州市财政局先后从集中代管

的预算外资金存款户中拿出1.01亿元 支持了预算内，

拿出5，500万元定期存入银行，交给银行周转。

二、支持了企业发展生产。如支持一轻局所属企

业表壳厂100万元进行设备更新，使该厂 在 钟表行业

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保持了利润的增长。

三、发挥了财政监督的作用。如房管局过去没有

切实执行以租养房的 原则，把每年2，000多万元的公

房租金收入和一些代修理、代收房租收入，拿去搞基

建、办水泥厂和为少数领导人的住房锦上添花，以至拖

欠应发还业主的租金1，100多万元，并造成房屋失修。
集中代管以后 改变了这种状 况 并有结余1，300多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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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地方 和企业自主权的逐步

扩大，预算外资金增长很快，就 我 们 市 来

说，、1983 年预算外资金已相当于预算内收入

的58.1% 。管好用活这一部分资金，对支持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发展我 市 地 方 经

济，逐步解决人民生活和各项事业欠帐等问

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从抓基础工

作着手，通过统计分析、政策引导、合理调

度等办法，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管了起来。

1 982年的资金流向如 F表：

单位：%

注：1982年按基层上报的计划数计算一、抓好基础工作， 进行调查分析

要把预算外资金管起来，首先要抓好基础 工 作，

这主要是指要建立一套能反映预算 外资金运动情况的

报表、台帐制度。我们按照以下 4 条原则建立了报表

制度。 1、符合现行财务会 计制度； 2 、执行 财政部

规定的统一科目； 3 、方 便 基 层填 报； 4 、便 于分

析、管理。在贯彻报表制度中，我 们通过召开会议、

组织小 组 交 流 活 动、上课讲解、上门辅导等形式，

提高各部门、企业填 报 报 表 的质 量。与此同时，我

们在内部建立了三种 台 帐： 1 、各种资金收、支、余

情况台帐； 2 、利润留成或税后利润使 用、分配、解

交情况台帐； 3 、重点企业收、支、余情况 台帐。并

且还按经济性质和自然行业记录征收 建筑税、能源交

通建设基金、购买国库券、参 加省市集资、用自有资

金还贷等基本数字。

要运用基础资料报表、台帐、记录的数 字服 务于

管好用活预算外资金，就需要进行分析。我们主要进

行过两种形式的分析，一是资金流向的 分析，即分析

预算外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和生活 设施

的比例是否合理。例如，我们 分 析出 1980、1 981、

从此表就看出了企业占用过多的补偿基金和生产

发展基金搞生活 设施，从而明 确了今后引导资金流向

的重点，防止造成新的比例失调。二是对预算外资金

节余的分析。1 982年，我们通过对比分析，掌握了预算

外资金 节余中的情况：未 完 工程占用为38.92%；专

用物资占用为5.48% ；应收及暂付款占用为7.54%；参

加省市集资占用为5.4 9% ；流动资金占用为23.90%；
其它占用为 10.1 1 % ，实 际 可 以 调度使用的资金

很少了。 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集资的具 体数 量 界

限。

二、加强政策引导，控制资金流向

我们认为，抓 好 基 础 工 作，分析资金流向的目

的，在于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在

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以 下几条措施。
1 、针对补偿基金过多地被占用，企业无力翻建

危房，设备完好率低的情况，报请市人民政府专门发了

文件，要求各个企业按规定补充流动资金，并规定不

准将大修理基金用于福利、奖励等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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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企业在住宅建设资金的安排 上已远远超

过其实际负担能力，就采取两条办 法，一是采取逐步

推行补贴出售住宅的办法；二是规定生产 性固定资产

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大修 理基金、生产发展基金，

非特殊情况，一律不得用于购建职工住宅。职工住宅

建设资金可从职工福利、奖励 基金、非生产性固定资

产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等项资金中解决。

3、针对有些企业有大上基建、铺新 摊 子、搞小

而全、追求自成体系的倾向，我 们明确企 业 的 基 本

折旧基金、生产发展基金，要基本上用于技术改 造 和

设备更新。并明确，凡新建 厂 房，要坚持三不建的原

则，即能用挖掘老厂房潜力解决的不建；能通过专业

化协作解决的不建；能通过改组联合解决的不建。

4 、针对我市地方财政支出方面，补贴性开支逐

年增多，事业建设资金安排比例相对下降的情况，我

们改变了过去基本上由财政 包下来的传统做法，将预

算内、预算外资金统筹安排，结合使用。有些预算外

资金可以安排解决“吃饭”方面的问 题，就可以将预

算内节省下来的钱， 用于发展建设事业。

预算管理
1985年中央与地方预算收入级次划分问题

许 永 化

中央与地方预 算 收 入 的级次划分，是国 家财政

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 确地办理预算收入的级

次划分，是保证财政管理体制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

也是各级财政部门和国家金库的重要职责。随着利改

税第二步改革的实施，1985年的预算收入级次划分变

动较大，为了便于执行，现将主要变动情况简要介绍

如下：

一、适应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所作的变动。为了

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 来源，国务院决定从

1985年起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由于此税规定用于城

市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的维 护和建设，因此，除个

别中央部门集中缴库部分作为中央预算收入外，绝大

部分就地缴库的城市维护建设税，都作为地方预算固

定收入。上解地区，中央也不参与分成。

二、适应取消烟草专营收 入 所 作 的变 动。根据

《 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 规定，从1984年

10月 1 日起，取消了烟草专营收 入，其中：原作中央

预算收入的卷烟提价收入取消，改为缴纳产品税，税

后多余的部分转为企业利 润；原作中央预算收入退库

的烟叶提价补贴和名牌烟价外补贴影响企 业利润的部

分，也不再退库补贴。

三、适应将一部分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改按

固定比例或企业隶属关系划分预算收入级次所 作的变

动。利改税后，原来的工商税按照纳 税对象划分为产

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因此，在预算收 入 中，将原

工商税中的工商统一税予以单列。过去的工商税一般

都是作为地方预算收入实行总额分成的。为了适当增

强中央财力并照顾地方的积极性，1985年将一部分产

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改按固定比例或企业隶属关系

划分预算收入级次：（ 1）中央石油部、电力部、石

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等四个部门的直属企事业

单位缴纳的产 品 税、增 值 税、营业税，除个别地区

外，都实行三七分成。即70% 作为 中 央 预 算收入入

库，30% 作地方预算总额分成收入入库。但这四个部

门预算外单位缴纳的“三税”，仍 列 入 有 关税收科

目，不实 行 三 七 分成。（ 2）银行系统缴纳的营业

税，改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预算收入 级 次。即中国人

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

等总行缴纳的营业税，仍然作为中央预算收入 入 库；

各分、支行缴纳的营业税，改 作地方预算收入入库，

上解地区，计入分成总额。（ 3）其 它 单 位（或个

人）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 业税，都作为地方预

算总额分成收入入库。

四、为了简化财政结算和收入划分 报解工作所作

的变动。（ 1）征收的排污费收 入和城市水资源费收

入，属于地方的专款收入，去年
，
是作为地方预算总额

分成收入，财 政 决 算 时，再单独结算返还。1 985年

起，改作地方固定收入入库，以 简 化年终算账手续。

（ 2）取消县办工业利润留成制度，地方 的既得利益

采取调整财政收入基 数的 办 法 统 一解决。因此，从

1 985年起，县办企业利润，全部作为地方预算 总额分

成收入入库。（3）取消上划中央企业收入“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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