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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必须对预算收支

执行情况进行经常的、定期的分析检查。通过

分析检查，及时了解预算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从而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

取有效措施，促进国家预算的圆满实现。预算

收支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应当从各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入手，
在取得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的第一手资料的

基础上，分析对预算收支的影响，掌握主要预

算收支项目各自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现就

个人的粗浅体会，谈谈省级财政预算收支执行

情况分析检查的方法和重点，供研究参考。

一、分析检查的准备工作

要做好本期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首

先要做好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一是根据

本期分析检查的项目，整理好上期、上年同期

的收支实际数，以及占全年收支的百分比；二

是调整口径，特别是对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

改变，重点税源纳税环节的转移，税率的调整

和征免的变更等因素要加以调整，使各期的数

字有可比性；三是检查上期、上年同期收支中

有哪些特殊情况，有哪些较大的收交或退库以

及较为集中的查补、催交入库等不可比因素，
在对比分析时加以说明。

其次，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互通信

息，从多方面了解情况，掌握资料，做到胸中

有数。这种联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加强与计委、经委、统计局、人民银行等综合

部门的联系。通过定期的联系，掌握国民经济

计划执行情况，银行信贷计划执行情况等方面

的资料。第二，加强财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联

系。在逐级分析检查的基础上，可以指定若干

重点地、市、县的财政部门，按期报送预算收

支执行情况简报；根据各个 时 期 的 任务和要

求，组织所属财政部门进行专题调查；定期召

开预算执行情况检查碰头会，共同分析问题，
研究解决办法等等。通过这些方法，把各地区

的预算执行情况和问题集中起来，使省级的分

析检查具有更为广泛的基础。第三，加强财政

部门内部各职能单位之间的联系。在预算执行

过程中，大量的、具体的管理工作是由财政部

门内部财务、税收等单位负责的。所以，预算

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必须与各项财务收支计划

执行情况和税收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紧密

配合，才能做好。

二、分析检查的一般方法

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是在大量占有材

料，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般是采

取对比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是把分“款”

收支的本期实际数与上期、上年同期实际数对

比，与年度预算数对比，并计算出增减绝对额

和增减百分比以及完成年度预算的百分比，然

后进一步分析各项收支总数以及分地、市、县

收支总数的增减变化趋势和增减速度。在分析

时要注意抓“分类”、抓“大头”、抓“特点”。
所谓抓“分类”，就是在我们的头脑里对

收入和支出要有一个“分类”的概念。因为各

类收入和支出，既有共性，又有特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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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收入方面的各项税收类稳定性

较大，可比性也较强，而企业收入类则相反；在

支出方面，事业行政费支出类稳定性较大，可

比性也较强，而生产建设性支出类则相反。掌

握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寻找矛盾，有的放

矢地进行分析检查。例如，当收入或支出增减

幅度较大时，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稳定性较

差的企业收入类或生产建设性支出类去寻找问

题，分析原因。
所谓抓“大头”，就是要从大处着眼，注

意抓预算收支中举足轻重、影 响 全 局的大项

目，也就是要抓收入和支出中的重点。
所谓抓“特点”，就 是 在 分 析检查开始

时，要先把本期收支执行所反映的特点概括出

来，便于按图索骥，找出特殊的因素，抓住主

要矛盾，进行扼要的分析。

三、分析检查的要点

（一）收入方面。在一般情况下，应把企

业收入和工商税收作为分析检查的重点。分析

时要由粗到细、由浅入深、循序进行。要注意

掌握工农业生产、流通和商业购、销、调、存

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还要掌握国家采

取的较为重大的经济措施，包括调整物价、调

整利率、调整税负、调整 工 资、调 整 工商利

润、调整收费标准以及对主要工业产品实行停

产、转产、限产，对一些农副产品实行加价收

购政策等等。所有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财政收入，影响税利之间的消长变化。这些都

是分析检查的重要依据。
对工业收入，应参照财政部门掌握的每月

“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财务统计快报”和企业财

务汇总报表，从企业的工业产值、销售收入、
可比产品成本、实现利润以及扭亏、还贷、留

成和利润交库等完成情况，分析工业收入的增

减变化，研究其发展趋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商业、供销社收入，应参照主管部门提

供的商品流转计划、财务计划主要指标的执行

资料，并注意隔月交库口径，从商品购销、毛

利、费用和利润等完成情况，分析商业收入、

供销社收入的增减变化，研究其发展趋势和存

在的主要问题。
对工商税收，应参照每月税收电讯月报和

税源、税收会计统计资料，着重从主要工业产

品的生产、销售、商业零售和主要课税农副产

品如茶叶、烟叶、生猪、水产品等采购计划完

成情况以及有关经济措施和税收政策等因素，
分析对工商税收的增减变化，研究其发展趋势

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另外，对重点课税产品在

收购淡、旺季节，工商所得税在入库淡、旺月，对

各期税收的增减变化的影响，也应进行分析。
（二）支出方面。应主要分析国民经济计

划和社会发展计划中的各项生产建设以及事业

行政计划的完成情况同各项预算支出进度是否

相适应；结合事业发展、工程进度、人员编制、

经费定额和大宗业务费、会议费、购置费、修

缮费等支出，检查投资效益和定员定额情况以

及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到重点单位进行深入检

查，或者组织单位开展自查、联审互查。
（三）预算收支平衡方面。预算执行是从

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不断发展变化

的过程，因此，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应根据客

观情况的变化，随时注意预算 收 支 的 平衡问

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分析检查各项收支执

行情况的基础上，按照财政体制，分别算出全

省和省级财政的当年收支平衡帐。如果发现当

年收支不能平衡时，必须采 取 增收 节支的措

施，努力实现预算收支平衡。
预算执行分析检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增

收节支，保证国家预算的圆满完成。因此，在

进行分析检查时，要找出影 响收 支 增减的原

因，发现浪费的漏洞。例如：在收入方面，要

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观察哪些部门

或单位的收入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哪些还达

不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协助部门、企业解决

生产、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在支出方面，要经

常了解各项资金的使用情况，促使各部门和各

单位按规定渠道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

金使用效益。此外，还可以通过地区之间、同

类收支项目之间的对比分析，寻找在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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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和最

低费用定额。总之，要通过收支执行的分析检

查，促进增收节支，提高经济效益。
对于年度中各时期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检

查应该有所侧重。月份收支的分析，由于时间

较短，应抓住重点，简明扼要，着重反映主要

情况和主要问题。季末的月份，可以结合全季

度的执行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说明完成

或未完成计划的原因。六月末，要结合上半年

的收支执行情况进行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分析，
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以指导下半年的

预算工作。年度分析，则要对年度预算执行情

况进行全面总结。
在分析检查的基础上，要及时写出有情况，

有分析，有措施，重点突出，文字简练的分析

报告，送有关单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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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社会集团购买

力（简称“控购”），是国

家运用行政手段，限制

社会集团对非生产性商

品的消费。我们开展这

项工作已有二十多年历

史，总的来看，效果是

好的。但是，随着国家

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

经济条件的变化，各方

面对“控购”工作有一

些不同认识。本文就如

何认识“控购”工作，
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控制社会集

团购买力，是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

求。
社会集团购买力，

是社会集团（机关、团

体、部队、企业、事业

等单位）用公款购买非

生产性商品 的 货 币 支

出。它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基

金。马克思在《哥达纲

领批判》一书中，论述

了社会主义分配问题。
他指出，从社会总产品

中，扣除了生产资料消

耗的补充部分，扣除了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

和后备基金以外，剩下的消费资料，还必须扣

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

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

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

设立的基金。然后，才能分配给劳动者个人。
现在我们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大体上就是属

于马克思指出的这类社会消费和集体消费基金

的范畴。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一切社会集团

成员，既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又是劳动成果

的消费者。这种双重性，要求一切社会成员，必

须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生产，以主人翁的态度

进行消费。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计划经

济，整个生产，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是

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的。陈云同志曾指出，国家

就这么多钱，怎么个用法，要有计划。在国民收

入中，多少用于积累，多少用于消费，客观上有

它的内在比例关系。在消费领域里，多少用于

个人消费，多少用于社会消费和集体消费，也

有它内在的联系。我们国家历来的方针是，在

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而对

社会集团购买力，则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这

是因为，社会生产的消费品是一定的量，社会

集团消费多一些，城乡居民的 消费 就 要少一

些。换句话说，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紧一些，
就可以腾出一部分消费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

要。这种尽先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要的方针，

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也是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当然，对社会集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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