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确保社保资金安全完整，使用合规高效。未来我国社会

保障资金财政监督机制基本框架的设想是：建立基础信息管

理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按照分权与制衡原则设置社保管理

机构，强化自动监督机制；不同监督主体间高效协调的沟通

机制，形成监管合力；科学的监督检查选点机制和监督质量

控制机制；资金使用绩效的监督评价机制等。根据中国国

情，当前应加快社保资金财政监督的法制建设；加快社保资

金监督的制度创新，建立政府监督与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

多层次监督体系；强化社保资金征收监督，多渠道筹措社保

资金；利用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就地监管的优

势，规范、健全和扩大社保资金事前监督的途径和渠道；加

快社保资金基础信息网络建设，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提

高监督成效；同时，不定期地对社保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点验等。

（高伟明  王惠平  田振刚）

民主财政论

——公共财政本质的深层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财政部

门当前正在致力于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但在理论和实践中，

对于什么是公共财政，怎样建设公共财政框架这些基本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廓清，改革的具体路径还不清晰。本文认为，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的集体选择的产物。

公众通过投票等民主形式选出为自己服务的政府，并承担缴

纳税收的义务，还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约束政府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财政主体在民，其本质是民主财

政，是以人民为主体进行公共决策的活动。根据这一理念，

本文认为建设公共财政框架，应当推行财政民主决策，将重

大事项的决策权还给公众，接受公众监督；切实推进财政分

权改革，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在公众的有

效监督下行使好自己的职责；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展开财

政竞争，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我国的财

政体制改革既然要以公共财政为方向，就必须把握这一本

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系统的总体思路，指导具体的改革措

施。否则我们的改革可能徒具其形，貌合而神离。

（井 明）

国库管理体制改革

及国库现金管理研究

国库是财政运行的心脏与神经中枢，一切财政资金的收

与支都与国库管理相关，财政的资金流与信息流都在国库集

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库管理在其保证预算目标实现的

功能基础上，又发展了参与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和以国库资金

运作促进资金保值增值的功能。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和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提高国库管理水平和库底

资金运作水平是客观必然，但又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我国现行国库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和资金

管理上的主要问题

特征是：1.各地国库机构设置不尽相同；2.国库具体

管理者只是一般性地管理国库资金，按指令和程序处理收

支，而不考虑财政资金的效率与增值；3.预算单位多重设

置账户，财政资金分散收付，大量资金沉淀在众多账户上；

4.国库体制属委托管理型，国库监督职能往往难以有效落

实。
问题是：1.国库资金分散支付管理方式带来的问题。

一是拨款环节多，手续复杂，资金容易被挤占、挪用；二是

大量国库资金闲置在拨款途中和预算单位支出账户，造成财

政备用库底资金数量庞大；三是财政部门在操作上以拨作

支，拨出资金的相当部分并没有真正形成支出，使得财政支

出信息失真。

2.国库库底资金不计利息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一是

中央和地方利益存在矛盾；二是不利于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管理；三是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与地方财政存在矛盾；四是财

政部门的拨款控制不严。

3.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业务方式存在的问题是一行多库、

串库、混库现象时有发生。

二、借鉴国际经验与改革我国国库管理体制的

基本思路

一是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以掌握全面信息，集中处理

收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设立税收和公债账户均衡国

库收支以配合货币政策调控；三是运用国债平准基金调控国

债市场；四是中央银行运用国库资金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五

是按照商业精神处理国库账户的设置与国库资金的生息与运

作。

三、国库现金管理研究

通过规范有效的国库现金管理，能够控制政府借债数

量、降低借债成本、提高国库管理整体水平、促进国内金融

市场发展，并提升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和社会总福利。

此外，还要加强现金流管理，建立全面的现金流预测机

制，在“全税工程”中加快国库业务的电子化进程。

（贾 康  阎 坤  周雪飞）

如何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

公共财政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

应对公共危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过去我国的经验来

看，各种公共危机一旦来临，财政总是难以置身事外的。在

2003 年上半年的“非典”危机中，公共财政发挥了积极作

用。而现实中显露出来的公共风险在不断向人们发出警告，

是到了该关注构建公共财政应急机制的时候了。构建公共财

政的应急反应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

难以一蹴而就。重要的也许不在于能否马上建成，而是现在

就需要考虑，并列入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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