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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对大队的財务管理，既要保証公社集中

領导、統一經营的原則，又要发揮大队經营的 主动性

和积极性。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我們在研

究这个問題的时候，各方面意見很多，大体上有三种

意 見。
第一，由公社核定大队的上繳任务，由大队独立

核算，自負盈亏。这一办法，可以 发揮大队經营管理

的积极性，但是，在目前来說，它还存在几个主要缺

点：一、大队的核算水平低，目前还不具备独立核算

的 条件。而且，公社剛剛成立不久，如果收入計划实

現得不好，超收的队不多繳，亏的队繳不足，則要影

响到公社預算的执行；二、大队实行独立核算一定要

閑置一批資金，这将妨碍公社充分发揮資金的效能；
三、公社的作物品种，是因地制宜統一規划的，大队

独立核算，自負盈亏，将会影响統一規划的实施。例

如，确定某大队大片植林，几年后才有收入，大队恐

不易接受，同时 对公社統一調度劳力，容易产生思想

阻力，而且大队与大队互相之間調配劳力就必須計价

轉帐，增加很多麻煩。
第二，“滿收滿支”的办法，卽大队 一切收入都

上繳公社，大队一切支出都由公社按核定的計划拨款

开支，这个办法可以解决第一个办法存在問題，但最

大的缺点是不能发揮大队的积极性。虽然办公費、小

型农具修理費可采取定額包干办法，結余不上繳；工
副业产品超額完成时 可以 提成，但是工副业提成要到

年終才有，大队沒有較多的机动財力，不能促使大队

积极挖掘生产的潜力。（实际上农村生产潜力是很多

的，很难事先考虑周到）特別是“滿支”办法不能奖

励节約支出，如养猪成本的伸縮性就很大，20元养一

口肥猪，但如养护得法多找代用食品，10元或 5 元也

同样可以养一口肥猪。因此，公社对大队采取“滿收

滿支”的办法，値得考虑。
第三，三定、二統、一奖的办法。这个办法旣便

于公社統一，又能发揮大队的积极性。具体內 容是：
一、三定：1.定产量、面积和收入任务（卽工农

副业的产量或产值）。2.定主要品种的产量和种植面

积（包括工副业主要产品），卽按照国家計划規定和

公社需要，把主要品种的产量和种植面积确定下来，

由各大队保証完成。此外，大队在保証收入任务的原

則下，对非規定的产品可以机动安排。3.定 正常 支

出，除种子、基本建設、农葯、水費、大修理、工資、
口粮等支出以外，公社对大队的公杂費、中小型农具

維修和小型購置、肥料、工副业支出、文敎福利支出

（人员工資除外）等，采取定額包干的办法；对农具

改革經費，根据情况临时核定、包干使用。
三定确定后，一年之內一般不变，但如遇有特殊

情况和計划变更，可以 增减收 入指标和支出定額。
支出确定后，大队在保証任务完成的原則下，对

定額的支出有权統一安排使用，年終結余不上繳，可

轉作下年繼續使用。
二、两統：收入統一繳公社（包括粮食和現金）、

支出統一从公社拨付。在收 入中，粮食应 随 收 随 入

庫；其他产品、应由公社調拨或按公社指 定 地点 交

售。对于公社授权由大队自行处理的产品，如系銷售

的，价款繳公社；如系自己調拨（如米厂的副产品調

作飼料等）或加工的，应随时（或按旬）上报公社轉

帐，减少支出拨款。大队的 一切支出按計划向公社領

支，不得自收自支。
三、一奖：大队超額完成了收 入任务（必成数），

其超額部分可以提奖。但提奖应由公社計算拨付，大

队不得在上繳收 入中扣留奖金。
超額提奖的比例，公社和大队各为50%。在大队

的50% 中，可以 30% 用于发展生产和举办集体福利事

业；可以 20% 作为奖励工資。对于旣超 过 了 生产 指

标，又节約了支出，以 及爱护公共財产的 个人 或 单

位，应予特別奖励。
提奖一般应按总額計算，但如因工、农、副业中

某一业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而还不能完成收 入任务

的，也可以采用分业提奖，但分业提奖的比例应低于

全額提奖的比例。
四、几个具体問題：
1.大队以自有資金（奖金和支出結余）发展較大

的 項目时，应报公社批准，以便公社統一考虑規划和

供銷問 題。同时，大队也应当接受公社指定发展的項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目。

2.大队以自有資金发展新的生产項目，其收入作

超額計算，公社不增加收 入指标。
3.計算超額时，应扣除由公社直接开支的大修理

經費后，进行提奖。
4.計算支出定額，是一个比較复杂的問題，在計

算上必須通过調查研究，詳細核算，但在 协 商 定 案

时，可粗一些，不要分得太細，掌握也不宜过紧。經

过大队深入挖掘潜力，厉行节約，支出有結余，可以

用于发 展大队的生产和集体福利等方面。
5.大队对所属单位的財务管理，在不影响大队和

公社关系的原則下，一般可以 采用 “滿收滿支 ”办

法，卽一切收入繳大队，一切支出向大队領报，但也

应确定收支定額。支出結余，收入超額，可予以 一定

奖励，以鼓励积极性。对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也可采

用“內部核算毛利上繳”的办法，但为了不增加大队

核算的复杂性，对这些企业所需流动資金，可由公社

根据大队意見，核定其流动資金定額，由公社信用部

貸款解决。毛利由大队催繳上解公社，如毛利超額完

成时，超額部分，由公社按前述規定給大队提奖。大
队在公社統一領导下，对这些企业有直接管理权和在

它們之間合理調度流动資金的权力，但不得动用流动

資金。
以 上三种办法，我們認为第三种办法較好，因它

体現了統一領导和分級管理的原則。

各地財政部門积极配合整社

整頓人民公社的財务工作

据了解，目前各地財政部門正

在当地党委的統一領导下，配合整

社运动的开展，积极整頓人民公社

的 財务工作和建立与健全公社財务

管理制度，同时还采取了許多具体

措施。山东、浙江、吉林、广东等

地，召开了財政会議，着重研究了

农村人民公社的財务管理問題；上

海市財政、銀行两单位，組織了300

多人深入基层搞整頓公社財务的試

点，了解情况，总結經驗。湖北省

組織了 5 个組，陜西派出200多人，
河南、广西也組織了工作組，到各

地公社作財务輔导工作；辽宁、湖

北、河南、陜西等省还訓 練 了 干

部，为开展人民公社財务工作做好

准备。甘肃省拟采取分片开 会的办

法，計划訓練7，000多人。为了加强

对人民公社財务工作的領导，很多

省財政厅都已設立人民公社財务处

（科）或办公室，基层公社有些地

方也建立了机构，如湖南全省1，114
个公社，目前已建立专 管 財 务 机

构的 有 1，063个，占全 省 总 社 数

95.8%。很多省

还草拟了各种管

理办法，如人民

公社財务管理办

法、开支标准、

会計制度、企业管理办法、財产淸

理办法等。这些办法有的准备提交

省委扩大会議上討論，幷 与 整 社

工作一起布置下去，有的已 发到下

面試行。

从各地工作进展情况看，人民

公社的財务工作已有了 很 大的 改

进。如湖南全省清理好帐的公社占

总社数 72.08% ，建 立新帐 的 占

75.03% ，已进行登記公共財 产的

占51.43%。当前摆在財政部門面前

的問題是必須跟上形势 发 展的 需

要，給党委作好助手
，

通过这次整

社运动，把公社財务管理工作提高

一步。

北 京 市 財政局积极 部署

大抓 人民 公 社 財 务 工 作

北京市財政局为了积极貫彻党

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

題的决議及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改

进农村人民公社財貿管理体制的决

定以及武汉全国財政厅局长会議的

精神，1958年12月 26—28 日 召 开

区、县財政局长会議作 了 传 达 討

論，研究了具体貫彻的措施。并且

通过調查研究，已經拟出了关于农

村人民公社財政体制、財务管理制

度、淸产建帐办法及会計核算制度

等初步意見，俟报市批准后执行。
为了从人力上作好准备，1958

年12月 24 日开始集訓了 2 0 0 名干

部，学习內容主要是中央关于人民

公社的两个文件，結合其他有关資

料，幷請了市委农村工作部負責同

志作报吿。这次訓練的时間，虽然

仅是十来天，但是收获不少。旣解

决了思想問題，明确了政策精神，

幷且学到了有关公社的业务知識，
修訂了有关改进人民公社各項財务

制度的办法。这就为工作的开展，
奠定了基础。

目前，各区、县財政局正在帮

助各人民公社結算1958年的帐目，

进行“两放、三統、一包” 的 試

点，結合整社帮助人民公社淸产建

帐，建立和健全財务管理制度。
（北京市財政局通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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