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基本方法之一，做了集中明确规定，使国库会计核算内容更加完整，也便于国库工作人员掌握使用。“细则”

根据国库的主要会计核算对象，除国库与银行有关的联行会计事项，使用银行会计科目外，规定国库使用的会计

科目共有八个。其中，中央总金库使用的“中央预算收入”、“中央预算支出”和地方各分库、支库使用的“地

方财政库款”三个科目，反映各级财政实收、实支、实存的国库资金，是国库经常大量发生会计事项的科目。各

分库、支库使用的“中央预算收入”、 “待报解地方预算收入”和国库经收处使用的“待结算财政款项——代报

解预算收入”三个科目，则属于过渡性的待报解科目，反映预算收入虽已入库，但尚未解到同级预算，财政还不

能支配运用的国库资金，因此，这三个科目每天发生的预算收入，原则上要逐级天天报解，每日 结 清 余 额。其

中，属于地方预算收入，层层解到同级预算的地方财政库款帐户；属于中央预算收入，层层解到中央总金库的中

央预算收入帐户。以保证各级财政库款的支拨供应。如果这三个科目每天营业终了有余额，说明财政库款没有按

规定天天报解，库款有积压、占用问题。

2 、会计帐簿。

各级国库除设总帐外，还要为经收的各级预算收入设置收入明细帐或登记簿，彻底解决收入 “以表代帐”的

问题。如中央总金库要设置中央预算收入明细帐；各分库、支库要在同级财政机关“地方财政库款”科目下设置

地方预算收入明细帐；各分库、支库对每天经收待报解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收入，设登记簿，因为待报解的预算收

入每日上划报解后，就没有余额了。所以，不用正规帐簿，而采取比较灵活的登记簿的形式。
3 、会计凭证。

这次“细则”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再次强调各种收入缴、退库凭证，一定要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凭证

认真填写，防止错乱，使各种收入缴、退库凭证规格化、标准化；二是改革了国库会计凭证装订保管办法。多年

来，国库会计凭证都是和银行的会计凭证一起序时装订保管。由于国库会计事项只是银行经办的整个会计事项的

很小一部分，一起序时装订，不仅事后查考非常困难，而且无法从会计凭证的序时来研究国库会计事项和问题。
这次“细则”规定，各级国库预算收入的会计凭证，都要同银行的会计凭证分开，单独装订保管，以便国库事后

查考和分析利用。

4 、会计报表

同“原细则”比较，“细则”主要有两点改进。一是集中规定了国库会计报 表 的 种 类，即日报、旬报、月

报、年报四种。其中日报又分为“预算收入日报表”、 “分成收入计算日报表”和“财政库存日报表”三种，明

确了各种报表的作用和具体填报方法。二是修改了过去不明确或不确切的名称。如原来应当每天编报的“预算收

入统计表”既未反映会计数字的特点，又未体现每天编报的要求，因此“细则”改为“预算收入日报表”，原来

的分成收入计算表和库存表也作了相应的名称修改。这样，既准确地反映了国库会计报表的数字核算基础，又突

出了每日报送的要求。

经验点滴

会计凭证存放盒的标记格式

王克俭

《 财务与会计》 1985年第10期 “一种会 计凭证存

放盒”一文，深受财会人员欢迎，但会计凭证盒上的

标记只写 “年、月份和上中下旬”，不便于使用和保

管。如果将标记改成如下 格式，既易于查找凭证号，

又便于了解月和年的总册数。

更 正

本刊1986年第 1期第53页“杂谈”第一行“唐代

诗人杜甫”应为“宋代诗人陆 游”。第 2 期 第 38 页

“报刊文摘”第一行“北京”应为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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