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管理
预算外资金的分类管理与综合平衡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局预算处 莫望云

为了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财政部颁发了

《预算外资金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同时建立了一套预算科目和报表制度。
这是我国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建设上的一个新

的起点。贯彻执行好这个《办法》，必将促进

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充分发挥预算外资金的作用，提高经济效

益，搞好财 政信贷资金的综 合平衡，是《办

法》的根本要求。如何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

的，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把分类管理与综

合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

综合平衡；在综合平衡指导下分类管理。
我们知道，预算外资金是财政资金，是综

合财政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财政分配范围

上它具 有 统 一性。同时，预算外资金又是根

据国家财政、财务制度规定，不纳入国家预算

的资金，在国家财力分配上它又具有相对的独

立性。预算外资金在设置时，一般都确定了它

的专项用途，而专用性就成为预算外资金的主

要特点。鉴于预算外资金的这些情况，在管理

上应当采取分类管理 与综 合平衡相 结合的方

法。
分类管理是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基础。所谓

分类管理，就是要坚持各项预算外资金既定的

使用方向，安排资金时，首先要满足本专项的

资金需要。在预算科目、帐簿、报表设计上，
除了满足综合平衡的需要外，也要反映预算外

各项专用支出的活动情况。从我国预算外资金

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预算外资金

是国家为了解决某项特定用途，按照专款专用

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几乎每项预算外资金都规

定有它的特定用途，而且一般都要求专用。如

五十年代为了解决一些乡村事业建设而建立的

农业税附加，规定了它的用途主要用于修建乡

村道路、渡船渡口的维修、农村小学和乡人民

政府办公室的维修等。六十年代为了解决企业

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把固定资产折旧基金

留给企业作预算外管理，规定了这些资金主要

用于老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和生产设备的技术

改造，不准搞新建。七十年代为了促进县办工

业的发展，加强支援农业，实行了县办工业利

润留成。由此可见，每一项预算外资金都是先

确定它的支出去向，才划定其收入来源的。因

此，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绝不是要抹杀其专

用性的特点，相反地是要维护这个特点，以便

更好地发挥预算外资金的作用。
当前，预算外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

较突出的正是没有很好坚持专用性的原则，致

使一些应由预算外资金担负的建设事业的发展

状况，同预算外资金现有的规模不相适应。如

广西1982年预算外资金已超过十亿元，相当于

预算内收入的80%。一年的养路费收入就有一

亿多元，由于有的地方 没有 管好用好 这项资

金，有些公路失修，坑洼不平。又如国营工业

一年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基金达二亿多元，累

计提取额已超过1 970年底全区国营工业固定资

产总值。照理说，六十年代以前的设备早该更

新和改造完了，但老企业的设 备 还 有 相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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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分没有得到更新改造，六十年代、五十年代

落后残旧的设备还在运转，有的老企业甚至还

在用解放前的设备。实际上，更新改造资金用

于真正的技术改造的少，用于扩大基建的多；

有的企业以改造的名义淘汰原有的设备，但不

是着眼于技术性能的提高，而多是着眼于规模

的扩大，因此，企业设备落后、技术落后的状

况改变得慢。所以说，搞好预算外资金分类管

理，维持其专用性的特点，端正资金使用的方

向是很重要的，这是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基础。
为了使预算外资金维 持专 用，财 政部颁发的

《办法》第六条规定：“各项预算外资金，一

般都有指定用途，要切实保证规定用途的资金

需要。”从而在制度上维护了预算外资金的专

用性质。

综合平衡是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客观要求。
所谓综合平衡，这里讲的有两层意思：一是预

算外资金本身的综合平衡。没 有 这 个 综合平

衡，就看不出预算外资金的总规模，也无法衡

量预算外资金总的作用；二是预算外资金同整

个财政资金相联系的综合平衡。没有这个综合

平衡，就看不出预算外资金对整个财政分配影

响的程度，也反映不出财政分配中一些重大比

例关系的变化情况及其产生的效果。就是说，

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是因为，预算外资金

是财政资金的有机组成部分，不管是从国民收

入分配中来的，还是从补偿基金中来的，它都

构成财政分配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它不纳入

预算之内，但它同预算内资金仍然有共同的特

点：（1）都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
因为预算外资金相当部分是从国民收入分配中

来的。（ 2）都影响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

例关系。因为预算外资金中所形成的积累基金

和消费基金，占国家整个积累、消费基金的比

重越来越大。（ 3）资金的分配都要有相应的

物资作保证，否则 其分配就不 能顺 利实现。

（ 4 ）都要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经济效果。这些

共同特点说明，预算外资金不但要搞好自身的

综合平衡，还要 作为 综合财 政计 划的组成部

分，处理好同整个财政资金相互的关系。为了

搞好综合平衡，必须 把分 散在 各地 区、各部

门、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和数字集中起

来。因此，一切拥有预 算外 资金 的企业和单

位，都有义务、有责任向财政部门报计划，报

执行情况，报决算报表；各级财政部门也要逐

级汇总上报，绝不能把预算外资金使用的自主

性看成自由化，脱离计划管理的轨道，影响综

合平衡。

综合平衡的目的在于：（1）反映预算外

资金的总规模，在国 家财 政分配 中的 变化情

况，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

响等。预算外资金的变化，对财政分配产生的

影响是很明显的。广西从1 979年到1981年，预

算外资金 总额（不 包 括 集 体 部 分）增长了

32.2%，平均每年递增16.1 %。这个数字的变

化，包含着预算外资金构成的变化，预算外资

金占预算内财政收入比例的变化，以及预算外

资金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变化等等。这就为

更广泛地调查研究财政分配问题提供了必要的

数据。（ 2）反映预算外资金所形成的积累基

金和消费基金的总规模，同预算内资金的积累

与消费的数字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积累和

消费比例是否得当。当然，预算外资金比较复

杂，补偿性支出占很大比重，这一部分在计算

积累与消费比例时应当予以扣除。扣除了这一

部分之后，一般的说，预算外资金用于积累的

部分要相对大一些，因为各企事业单位消费部

分的支出，大多是由国家预算拨付或者在成本

中开支的，因此预算外的资金主要应该用于积

累，特别是用在生产和建设上。近几年来，由

于归还历史遗留下来的生活欠帐，预算外资金

用在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和消费性支出方面相对

多一些是必要的。但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单位用

预算外资金随意扩大个人福利的范围，乱发奖

金，滥发实物，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在今后

应认真加以控制。（ 3）反映预算外资金综合

的经济效益。预算外资金，除了满足预算外各

个专项本身的资金需要外，剩余的资金，主要

应当用在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国家急需的能源交

通建设方面。对加 工工 业要 有计 划地加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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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特别是重复建设的，没有社会经济效益的

必须加以禁止。
事实证明，对预算外资金进行综合平衡和

分类管理，两者缺一不可，只有把两者结合起

来，才能更好地达到加强管理，提高社会经济

效益的目的。

预算管理

农 村 推 销

国 库 券 难 吗？

李 林

我们常听到一些基层干部讲：“我最感头

痛的工作是在农村推销国库券。”真的是这样

吗？最近我们到河 南省了解了国 库 券 推销情

况，他们介绍了许多感人的事例，听来令人耳

目一新，也较 好地 回答 了这 个问题，现举两

例：

三天完成了国库券推销任务的公社

鄢陵县地处黄泛区，是许昌地区一个比较

穷的县，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快，群众生活改

善不大。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在农村各项经

济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生

产发展，收入增加。他们富了不忘国家，积极

购买国库券。这个县的只乐、柏乐和大马三个

乡（公社），从动员到 交款，只 用三 天的时

间，就完成了10.3万元，超额完成了任务。这

三个乡国库券推销任务完成这样快，一是今年

夏粮丰收，农民有 力量 购买；二是 群 众觉悟

高，干部工作做得细。这三个乡的干部把推销

国库券当成一项重要任务去抓，政策清楚，责

任明确，抓紧抓实。只乐乡政府把所属33个大

队，划成 6 片，每片派有专人负责，深入到群

众中开展宣传动员。在做好重点户动员工作的

同时，全面进行发动，把财政、银行营业所、

粮食征购人员组织起来，相互配合，结合农民

卖粮时机，边收购、边 付 现 金，边 推销国库

券，边发国库券。既方便了农民交粮、买国库

券，又推动了部门 工作 任务的完 成。乡干部

说：“一讲 推 销国 库券，不知 有多难，狠抓

三、四天，任务也就完成了。”

一天完成了国库券推销任务的大队

郑州市下坡 杨大 队，是个 蔬 菜队，人口

多，土地少，全大队每人平均不到一亩地，过

去是个有名的穷队。三中全会以后，生产发展

很快，成了富裕队，1982年全大队净收入70多

万元，人均收入623元。这个 队的 群众常说：

“富了不忘党，不忘国家。”今年，乡里分配

大队购买国库券任务2，000元，队干部研究，根

据社员收入情况，安排了25，000元。通过宣传

动员，把任务向群众一宣布，大家踊跃认购。

支部书记、大队长带头各买了1 、000元，在干部

的带动下，户户买了国库券，购买1，000元以上

的就有12户。当天，全大队共认购国库券61，000

元，其中，社员个人认购41，000元，并且全部

交清了款。这个数字超过全公社任务的一倍。
上面两例说明：农村推销国库券并不难，

富裕起来的农民中蕴藏着支援国家建设的极大

热情；国库券推 销任务能 否完 成，关键在干

部。干部的认识、工作深度，至关重要。正象

有的同志说的：“难就难在干部思想不重视。”

欢迎订阅 《 电 大学刊》（ 经济版）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教学辅导性 刊物 《电大

经济学刊》 ，从1984年起改名为 《电大学 刊》 （经济

版）。

《电大学刊》 （经济版）的文章保持连续性，配

合电大教学，解答学习疑难，指导学 生复习。对自学

者也有教益。该刊为月刊，通 过邮 局 发 行。期 刊 号

18-33。欲订者，请速到当地邮局办理 订阅。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电大学刊》 编辑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预算管理
	预算外资金的分类管理与综合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