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收大于支的差额上 缴国 家财政。在执行过程中，

收支自求平衡，年终超支不补。由 于管理不善导致减

收的部分，不得减少核定的上缴数。收 入 超过年度预

算数时，超收的部分，一 般 也不 上缴国家财政，留给

单位按规定使川。有些部门 根据超收情况，采取了主

管部门和单位按一定比例分成的办法。

三、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所谓 “事业 单位，企 业管理”，是指某些单位的

性质属于事业，经营管理 则参照 企业的管理办法进行

管理的一种管理形式。 比如有 些文教科学卫生部门的

所属单位，既不同于企业，又 不同 于行政单位，它们

的活动主要不是为社会提供物质 资料，不从事商品流

通和交通运输，而是为发展生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

率，改善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条 件服务的，所以其性

质是事业。但是，从其 经营活动来 看，它 们 在 保 证

完成各自的政治、科研、 事业 计 划 和 其 它任务的同

时，还要利用自 己的条件为社 会 提 供 一 定 数 量 的

产品和服务，获取一部分收入，因 此它又类似企业。

为了适应这些事业单位的 特 点 和 充 分 利用其现有条

件，开展多种经营和 综合利用，扩大服务范围和增加

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增加 合 理收入，以及更好

地体现用经济办法管理的要求，国家 财政对这些单位

在财务管理上 采取了 “事 业 单 位，企业管理”的形

式，并要求这些单位实行独 立的经 济核算。比如文化

部门的某些出版社、报 社、剧 场、文物商店，以及民

政部门的假肢工厂，卫生部门的 生 物制品所，科研机

构的中间试验工厂，行政、 事业 单位 所属的宾馆、招

待所，等等。

采取这种管理办法，有利于调动 单位和职工群众

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有利 于单位加强经济

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 果，促 进 事 业 的 发展。 实行

“事业 单位，企业管理” 的办法，原 则 上必须经过 仃

关部门批准。一般要求 单位做 到：领导班子健全， 财

务和其其他管理机构健全，各项 规章制度 健全，具 备实

行独立经济核算的条件，能够按国 家 或上级主管部门

的统一规定及时、准确地编报财务收 支计 划，计提固

定资产折旧和大修理基金，管好用好 国家拨付的流动

资金或周转金，及时按规定向国 家上 缴税金和利润。

个别单位盈余较大的，经批准可实行利润留成，如发生

亏损，可由事业费拨补 或采用收入退库的办法进行弥

补。职工个人的工资、劳保福利 等待遇，或享受同类

企业待遇，或享受事业 单 位待遇，但不得两头都占。

四、民办事业，国家补助

所谓 “民办事 业，国 家 补 助”（通常叫民办公

助），是指国家对集体或民办的城、乡文教 卫生事业

单位，由财政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以贯彻执行 “两

条腿走路” 的方针，鼓励 和支持这些单位进一步办好

文教卫生事业，扩大文教卫生 事业设施，以适应和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教卫生事业的需要。经费补助的

数额，一般是根据这 些单位的收支 状况、困难程度和

国家财力的可能，按照困 难小的少补助，困难大的多

补助的原则，予以确定。例如，目 前 国家对公 社文化

站、中小学的民办教师、城乡集体所有 制卫生院、农

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村赤脚 医 生等，都给 予 一 定 补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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