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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拨款”，是中

央财政对中央级行政事业

单位支拨经费的 主要 方

式。所谓“限额拨款”办

法，就是财政部门在核定

各单位的年度 预算 范围

内，分期按款给用款单位

下达用款额度，同时通知

用款单位的开户银行。用

款单位在财政部门下达的

“经费限额”内，随时从

开户银行对所属单位转拨

限额或提取资金支用。每

月终了，人民银行各限额

单位的开户行，根据用款

单位 “经费限额”帐户的

支用数，按款逐级汇总编

报各单位的限额支出数，

由人民银行与同级财政部

门办理库款结算。

自1957年中央行政事

业单位正式实行经费限额

拨款办法以来，经过二十

多年的实践证明，该办法

是行之有效的。它有利于

合理调度财政资金，及时

反映预算支出情况，加强

银行监督，简化经费拨款

事务，搞好年终清理结算

工作。虽然中央行政事业

单位经费，目前大部分已

实行包干办法，但我们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仍然是以银

行支出数为基础。同时，在当前财政资金比较困难的

情况下，继续实行限额拨款办法，仍有现实意义。
一、实行“限额拨款”能避免预算资金的分散和

积压，使财政部门可以集中地运用和灵活调度预算资

金。各级财政的预算收入，都是通过各种渠道，笔笔

地收进和逐级报解入库的。各级财政的预算支出也是

通过各单位一笔笔地逐步支出去的。而 “经费限额”

的拨付方式，正是适应了预算执行的这种收支规律。
它是根据各部门各单位年度预算，按季下达使用资金

限额，并不事先拨出财政资金。用款单位在财政部门

和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限额内从 银行支用了款项以

后，财政上才实现了银行支出数。至于单位尚未使用

的限额，财政上并不实现财政支出，资金继续存放在

财政金库中。这既保证了各行政事业单位对预算资金

的需要，又有利于财政上灵活调度和集中使用财政资

金。目前，随着事业的发展，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不

断增加，限额户已增加到二千多个，全年的限额支出

有数十亿元。如果不实行经费限额，而一律用“划拨

资金”方式，那么即使是按月拨付资金，也将会有相

当一部分待用资金分散和积压在二千多个基层单位，
这无疑是财政资金的极大浪费。因此，实行限额拨款

方式，既可保证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需要，又可避免

预算资金的分散和积压。
二、实行“限额拨款”能比较及时、准确地反映

预算支出情况。通过银行系统比较准确及时地反映限

额户的银行支出数，是限额拨款方式的一个显著的特

点。我们知道，限额支出是国家预算支出执行的一部

分，财政上为了及时了解财政支出情况，必须定期编

制预算执行情况报表。由于 银行是国家的结算中心，

机构比较健全，分布全国各地，加上限额拨款办法是

按系统在各银行按 “款”级科目设户，核 算比 较严

密，单位从银行支款后，开户银行按规定须定期与上

级行报数结算，这样，全国各地的二千多个中央单位

在银行的限额支出数，每到月末，便能很快地通过各

级银行按 “款”编表逐级反映上来，由总金库及时、

准确地同财政部结算。因此，实行限额拨款在及时准

确反映银行支出数方面，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

对于财政及时准确地反映预算支出情况，为各级领导

提供信息，借以指导工作和作出决策，具有积极的作

用。

三、实行“限额拨款”有利于发挥银行的监督作

用。实行 “限额 拨款”办法，各用款单位在银行要按

国家预算支出科目分 “款”设户，按规定的范围和用

途进行支用。如果用款单位 违反 制 度，随意挪用资

金，随意转户，银行都要实行监督。这就有利于发挥

银行监督预算执行的作用，协助用款单位管好、用好

国家预算资金，保证预算资金的合理使用。

四、实行“限额拨款”可以简化日 常的拨款事

务，还便于年终进行清算。实行“限额拨款”一般都

是按季下达限额，由用款单位根据计划进行转拨和支

用。如果实行划拨资金办法，势必按月甚至月内分次

拨付资金，再加上逐级频繁的转拨，这样财政部门、

主管部门和用款单位以及开户银行至少也要增加三倍

以上的会计事务。同时，实行限额拨款办法，年终各

用款单位在银行的限额结余，由银行自动注销，并不

需要逐级交回，其累计限额、银行支出数和注销的限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额结余，由用款单位同开户 银行对帐后，共同签证，

按系统分别上报，大大方便了年终结算工作。所以实

行限额拨款，不仅手续比较严密，有利于加强预算支

出的管理，而且确实简化了事务，也便于年终清理结

算。

上述优点是二十 几年实践经验的总结，财政、银

行和中央行政 事业主管部门以及所属单位对此都深有

体会。由于中央行政事业经费实行了包干办法，有些

同志对实行限 额拨款的作用产生了疑问，我们认为，

对行政事业经费实行包干办法，目的在于促进行政事

业单位更加合理地节约使用资金，更好地发挥各部门

各单位理财的积极性，改变行政、事业吃国家 “大锅

饭”的现象。但实行经费包干以后，在财务会计的核

算上仍然不能放松管理。限额拨款既不妨碍各主管部

门和单位的财务自主权，又能从各个环节监督其预算

资金按规定的 用途合理使用，其 优 越 性 是显而易见

的。我国有二千多个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遍及全国

各地，如果不实行限额拨款，不仅财政和主管部门鞭

长莫及，不便监督管理，而且平时预算执行情况的反

映和年终结算也将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另外，有些同志提出，限额拨款办法使财政占用

了银行的信贷资金。我们认为，从基层银行来看，按期

支付的限额资金不能随时划帐，这种占用信贷资金的

情况似乎是存在的，但从总体来看，中央财政在银行经

常保持有相当 数量的库存资金，同时机关团体在银行

经常也有数量 不小的财政性存款，这些存款在银行都

是不计利息的，也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所以，从总体来看，实行限额拨款不 存在财政占用银

行信贷资金的情况。至于随着银行体制的改革，专业

银行增加，限额拨款将来可能要由几家银行来办，在

资金结算上比过去复杂了，限额拨款是不是行得通的

问题，回答 也是 肯定的。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进行，

国家赋予人民银行代理财政金库的职责，在不设人民

银行的地方，则要委托各专业银行代理国库业务，其

职责和作用是同人民银行一致的。因此，我们深信中

央级行政事业经费限额拨款办法，在人民银行和各专

业银行的支持下，会更顺利地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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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 财政部预算管理司在

浙江省桐庐县召开了 1984 年全国财政

决算工作座谈会。 参加会 议 的有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

重庆市财政局预算处的 同 志 共 50余

人。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了 “1984 年国

家财政决算编审办法”、 “1984 年地

方财政总决算表格”和 “1984 年中央

与地方财政年终部分事项结算办法”

等三个决算制度草案。通 过 座 谈 讨

论，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 明确了决

算编列口径，弄清了计算方法，交流

了编审工作的经验。大家一致表示：

要以整党为动力， 扎扎实实地做好今

年的国家财政决算编审工作，提高决

算质量，为实现今年财政收支基本平

衡，圆满完成1984年国家预算任务，

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贡 献力

量。

此外这次座谈会期间还讨论了明

年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修订原则

和设想。

（许永化）

简讯

《中国财政史》
助教进修班即将招生

经教育部批准，由财政部委托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举办的《 中国财政史》 助教进修班即将招生。凡年龄

在35岁以内（特殊情况可放宽到40岁）、身体健康、

具有大学本科（或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历、现从 事财

政史（或税收史）的教学、科研或资料工作，或准备

从事该项工作的青年助教（教师），经本单位同意，

均可报名，报名时间自11月20日始，至 12月20日止。
进修班考试科目为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古汉语。考

试日期暂定为1985年元月中旬。学制为 一年，学习课

程为11门，其中必修课为 9门。所学课程由财 政学界

的著名教授和专家讲授。培养目 标是，通过一年的学

习，使学员具备本专业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 和专业知

识，初步掌握高等学校《 中国财政史》 教学的原则和

规律，为其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较好的基础。凡

欲报名的同志，可由单位填写推荐表及本人体格检查

表，加盖公章，附寄两张一寸半身免 冠照片，寄给北

京西直门外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其它有关具体

事项，也请与该校联系。

（蔡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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