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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现

在要发行国库券？

答：我国现在

发行国库券，是从

两个方面考虑决定

的：一方面是从当

前国民经济调整的

需要出发的。大家

知 道，1979 年 和

1980年，国家财政

连续发生了很大的

赤字，银 行 发 行

了不少票子，加上

工商企业管理等方

面的原因，引起了

物价上涨。为了改

变这种局面，国家

决定从1981年起，
进一步调整国民经

济，基本上做到财

政、信贷收支的平

衡，物 价基 本 稳

定。做到这点，除了

主要依靠增收节支

以外，还要发行一

部分国库券来弥补

赤字和巩固财政的

平衡，以利于物价

稳定。另一方面，发

行国库券也是从四

个现代化建设需要

出发的。在四个现

代化建设中，我们

主要是依靠国家财政通过税收和企业上缴利润

集中的资金，来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和逐步提高

人民生活。但是，适当集中各方面的财力，来

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不足，有计划地解决好一

些关键性问题，对四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也

是有利的。
二、现在发行的国库券和我国过去发行的

公债有何异同？

答：这次发行的国库券和过去发行的公债

券，都是政府债券，都是有借有还，并且按规定

付给购买者一定的利息。从这方面说，两者基

本相同。不同之处，主要是发行的对象变化了。
五十年代公债券发行对象完全是个人，这次国

库券发行的主要对象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

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再就是，在偿还本

金的时间上略有不同。五十年代的公债券是发

行后第二年开始还本付息，八至十年还清；这

次发行的国库券则是从第六年开始还本付息，
1990年还清。

三、国库券条例第二条中所说的“分配发

行”、“适当认购”和“自愿认购”如何区别？

答：“分配发行”就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根

据购买单位的财力情况，分配购买国库券的任

务，购买单位要保证完成分配的任务，只能超

过，不能减少。“分配发行”的对象是国营企

业、集体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
“适当认购”是根据本单位的财力情况，

本着为国家分担困难的积极态度，量力认购。
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分配参考性的任务，也可以

不分配任务。“适当认购”的对象是机关、团

体、部队、事业单位和农村富裕的社队。
“自愿认购”是对个人讲的，国家不分配

任务，完全由个人按照自愿的原则认购。
四、地方政府、企业和机关、团体、事业

单位购买国库券的任务是怎样计算分配的？

答：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

任务，是根据上年结余资金情况和当年可供支

配的财力计算分配的。集体企业及其主管部门

的任务，是参照集体企业上年纳税以后的利润

水平计算分配的。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的任

务，是根据这些单位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财力计

算分配的，但如前条所说，国家分给这些单位

的任务是参考性的。
五、国库券条例第二条中的 “农村富裕的

社队”是指什么样的社队？

答：农村富裕社队，一般是指：（1）城

市郊区收入较多的社队；（2）社队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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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盈利较多的社队；（3）多种经营搞得好，
经济较富裕的社队。但是，各地情况不一样，
具体界限，由当地政府规定。

六、国库券利率定为年息四厘（即 4 %），
是否低了？

答：国库券的利率定为年息四厘，这是考

虑了国库券发行的对象，并参考了五十年代发

行公债的利率水平而制定的。目前企业在银行

的存款利率为年息一厘八。财政性存款则是无

息的。对这些单位来说，年息四厘不低了。对

个人来说，同现行的五年定期储蓄存款年息六

厘八四相比低了些，但是过去发行的经济建设

公债，利率也只有年息四厘，也低于当时定期

储蓄存款年息一分四厘的利率。
七、国库券条例第六条规定：“一次抽签，

按发行额分五年作五次偿还本金，每次偿还总

额的20%。”怎样理解？
答：这条规定包括以下三个意思：（1）在

第一次还本前举行一次抽签仪式，把五年中各

年还本的国库券号码都分次抽出，一次公布中

签号码。（2）按发行总额分五年每年偿还20%，
它不是按单位、个人购买的国库券总额的20 %

偿还，也不是按每一张国库券票面额的20%偿

还，而是按国家发行总额的20% 偿还。对购买单

位和个人来说，凡中签的国库券，便可以按中

签年份全额偿还，没有中签的暂不偿还。（3）

国库券本金从1986年开始分五年作五次偿还，
到1990年全部还清。

八、国库券还本，为什么不从发行后的第

二年开始，而要从第六年开始？

答：国库券发行后，头五年只计息，不还

本，从第六年起开始还本付息，这是因为 在

1985年以前，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很重，国家财

力还不富裕，把还本的时间推后一些，有利于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九、国库券的利息，如何计算和兑付？

答：1981年国库券从1981年 7月 1 日起，
按年息四厘计算利息。从1986年 7 月 1 日起，
随着偿还本金兑付利息。不还本时，只计息，
不付息。为了简化手续，减少银行发行和兑付

的工作量，采取按年计算利息的办法，不计复

利，不贴息。
十、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能否购买国

库券？
答：1981年发行的国库券，是国内发行，

不对外发行，也不准携带出境。所以，外国人、
华侨和港澳同胞一般不能购买。在我国工作或

定居的外国人、临时回国华侨和在大陆工作的

港澳同胞，要求购买时，可以 购买。他 们回

国、离境或回港澳时，可以提前还本付息。
十一、发行国库券筹集的资金怎样使用？
答：发行国库券筹集的资金全部上交中央

财政。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综合

平衡的需要，统一安排使用；主要用于调整国

民经济，发展生产建设事业方面。地方不能留

用。
十二、农村社队和城乡个人要认购国库券

在哪里买？手续怎样办？
答：农村社队购买国库券，可到存款的开

户银行填写认购国库券的交款书，然后由银行

按照交款金额，从其存款帐户划转“国库券”

专户，并发给相同数额的国库券。
城乡个人自愿认购国库券，可由所在单位

统一办理认购、交款和领发国库券的手续。
十三、国库券如迂灾害损失或丢失了怎么

办？

答：我国发行的国库券是以不记名的方式

发行的有价证券，国库券的本金和利息都凭国

库券兑付。因此，国库券如迂灾害损失或丢失

了，不论记得国库券号码与否，都不能挂失，
也不办理支付手续。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关于发行国库券的问题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