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资金以每亩 8 元的补助标准已全部发放到 11.2 万户、

40.1万农民手中。

五、确保农民减负增收

平泉县财政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

轻，使“增收入”与“减负担”两个轮子一齐转。农村税费

改革后，平泉县对农业税计税要素做了进一步调整，常产由

380公斤小麦调减到338公斤，计税面积由 62.65 万亩调减

到57.86万亩，农业税税率也进行了适当下调。2003 年，

通过税费改革，全县农民减少负担1 791万元，人均减负

44.6元。严格执行中央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政策，2004

年，全县农民继续减负234.7万元。同时按照中央和省的要

求继续下调农业税税率 3 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农民就减负

820万元，人均减负20.5元，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

推行 两个 “集中”  实现资金高效 管理

朱国庆  杨庆军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财政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财政部门从 2001 年开始，积极推

行会计集中核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节减了财政支

出，规范了会计基础工作，集中财力办大事，增强了政府的

宏观调控能力，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实行会计集中核算

2001 年，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成立了区级会计集中核

算中心和各镇（街道）会计集中核算中心，分别对区直机关

事业单位和镇（街道）直机关事业单位、村（居）进行会计

集中核算。

（一）区级会计集中核算。区级会计核算中心对区直机

关、事业单位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主要内容包括“两取消、

三不变、一统一”，即取消部门、单位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取消单位的会计、出纳岗位，在单位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和

财务自主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其资金集中存放到会计集中核

算中心的统一账户上，由中心对各单位的财务收支实行统一

管理、集中分户核算。各单位只设报账员，通过区会计集中

核算中心代理记账，为单位集中办理会计核算业务，实施会

计监督和提供会计服务。

（二）镇（街道）会计集中核算。镇（街道）会计集中

核算中心对镇（街道）和村（居）财务实行集中核算。中心

下设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核算部和村（居）财务核算部，具体

负责镇（街道）行政事业单位和村（居）财务的核算与管

理，并实行全程监督。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集中核算方

式参照区直机关执行。对村（居）集体资金全部纳入镇（街

道）核算中心管理，并实行集中核算和监督。村（居）日常

支出采用备用金制度，由村（居）提出月支出计划，核算中

心审查并报镇（街道）批准后，由核算中心拨付备用金，供

日常开支；突破备用金数额的支出项目，必须提供申请追加

资金报告，并经村（居）理财小组审核，加盖民主理财章后，报

核算中心审核记账；对群众比较关心的干部补助、接待费等支

出，镇（街道）核算中心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支出情况张榜公

布，接受村（居）民监督。村居一切收入必须先进入核算中心

账户，方可按规定程序支出使用，严禁坐收坐支，形成了“三级

财务、两级核算、四级监督”的管理模式。

为保证会计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东营区重点抓好清

理移交单位财务工作。按照《会计移交办法》要求，在监

察、审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下，区、镇两级会计集中核算

单位全面清理了债权债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所有银行存

款上缴核算中心统一设立的账户，注销了单位的所有银行账

户。区、镇核算中心按照规范会计科目建立了新账，进行集

中管理，分户核算，保证了会计业务工作的平稳过渡和顺利

衔接。

二、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能够顺利推行，东营区建立了

“五个一”框架，即：“收入一个笼子，支出一个漏斗，核算

一个平台，监督一把尺子，运行一竿子插到底”。收入一个

笼子，就是做到整合预算内外资金，将所有财政性收入全部

纳入国库，解决预算内外两张皮、多头开户和缴款不及时的

问题；支出一个漏斗，就是整合财政账户和职能科室的资

金，将所有财政性支出全部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拨付，解决资

金拨付环节多、程序多和资金分散管理的问题，便于集中资

金和统一调度，发挥整体优势；核算一个平台，就是统一规

范全区的财务会计管理，核算中心统一记录、核算各单位的

财务，单位只管指标，不直接经手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监督一把尺子，就是转变财政内部的管理职能，变过

去的多头管资金、管指标，为集中力量监督检查单位的资金

使用情况、收入缴存情况以及其他违纪问题，公开透明，强

化监督；运行一竿子插到底，就是删繁就简，提高效率，减

少中间环节，在第一时间内实现资金收付。围绕这个框架，

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改变账户设置，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在人民

银行设立国库账户，用于反映纳入区级预算管理的财政收入

和支出；在商业银行设立非税收入“票款分离”账户，用于

反映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性资金收入活动；在代理银行开

设收付中心基本户，用于办理所有财政性资金直接支付及预

算单位往来款项收支核算等业务。国库账户和“票款分离”

账户与收付中心基本户进行清算，将所有财政性资金的收入

和支出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统一管理。

（二）改变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方式，全面推行部门综

合预算。打破预算内外之分，全面实施了罚缴分离和票款分

离制度，实现了预算内外收支彻底脱钩，将预算内外资金全

部编入部门预算，提高部门预算资金使用效益。重新调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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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各内部股室职能，形成财政预算部门负责预算编制，国库

集中收付中心负责部门预算的执行，各职能部门协同预算部

门具体监督预算执行的预算管理新机制。同时改变预算资金

拨款程序，建立了高效快捷的财政资金审拨机制。充分发挥

会计集中核算中心的作用，将国库集中收付中心与会计集中

核算中心合署办公，由银行代理出纳，将资金的审拨职能、

反映核算职能与支付职能合三为一，实现“三个分离，一个

转变”，即：预算编制与执行相分离，资金使用权和管理权

相分离，财政指标与资金相分离，转变过去财政部门预算执

行中财政资金与指标同时划拨的形式。单位用款时统一编报

分月用款计划，在计划指标的范围内预算单位可随时办理支

付业务，支付资金时，只体现本单位指标的减少，而资金全

部由收付中心基本户直接支付到商品或劳务供应商，各预算

单位只见计划指标，不见资金，财政拨出资金与单位实际支

出完全相符，所有资金在未实现支出前，一律存放在国库单

一账户，单位在核算中心的账户始终保持零余额，全面实现

资金集中高效管理。

（三）改变财政部门内部职能。在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

度改革前，东营区财政局内部股室主要负责资金的管理、核

算以及与金融机构联络等事务性工作，不能很好地行使财政

监督管理职能。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后，将财政内部

股室的财务及资金全部实行了会计集中核算，财政内部职能

由以事务为主转变为管理调研为主。财政资金的拨付由过去

的多口管理实现了一口管理，所有资金的拨付实行了联席会

议联签制度，每月召开一次由局长、收付中心和有关股室主

要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集体研究资金拨付事项，财政管

理职能由集权化转向制度化，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增

加了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四）改变财政、财务报告的媒介形式和传输方式，建立

计算机网络系统，实现电子政务。实施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后，

东营区财政局招聘了专业化的软件公司，开发了适用性和操

作性强的专业化网络版国库收付系统软件，使整个收付中心

全部实行电算化，运转效率大大提高。实施远程查询系统，各

级领导根据授权范围均能按照权限设置查询到相关信息，实

现动态化、信息化管理，推动阳光财政和效率财政建设。

三、改革取得的基本成效

（一）控制了财政支出，节约了行政成本。实行会计集

中核算，原来由808名会计人员分散管理的集中核算单位的

账目，现在由两级会计核算中心的 84 名会计人员代理，仅

从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看，就节减编制281 人，每年可以节省

财政资金420多万元。区、镇（街道）两级会计集中核算中

心，对所有核算单位的每一笔开支都实行严格“过滤”，从

根本上避免了乱支滥花现象，强化了财政监督，减少了不合

理开支，杜绝了小金库、乱收费等现象。截至 2003 年底，

两级核算中心已累计拒付超标准、超范围的违规支出 517

笔，金额达543.6万元。各单位财经意识、大财政意识和科

学理财意识不断增强，各种不合理开支明显减少，增收节支

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二）规范了会计基础工作，解决了会计信息失真的问

题。通过会计集中核算，单位所有资金都集中在区、镇（街

道）两级会计集中核算中心单一账户，一切收支行为都由中

心会计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统一办理，整个财务管理、核算、

监督科学规范，同时，采取公开招考、定期培训、目标责任

考核等多种方式，加强区、镇（街道）两级会计集中核算中

心的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学习，提高了会计基础工作的质量，

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会计信息质量大大提高。

（三）收支脱钩，罚缴分离，解决了部门经费分配不均

的问题。实行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后，统一核算管理，统一开

支标准，在部门单位资金出口上，一视同仁，一把尺子衡

量；通过部门综合预算，整合预算内外资金，集中财力，统

筹安排，彻底打破预算外资金的权属观念，收支完全脱钩，

所有单位经费均零基预算，统一核定，人员经费定编、定

岗，公用经费定额核定，专项经费项目化管理，购买性支出

政府采购，社会保障性支出统筹安排，同时，通过国库集中

收付改革，创新资金缴拨机制，实施网络化管理，使用触摸

屏及远程查询，信息共享，公开透明，延伸了服务与监督领

域，打消了本位思想和攀比心理，树立了正气，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空前高涨。

（四）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集中财力办

大事。通过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和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强化了

对预算外资金征管，增强了预算外资金调控能力。2002 年，

区级预算外收入实现历史性突破，政府调控资金比 2001 年

增长35% ，两年的政府调控收入是1996 年预算外资金管理

改革以来5年总和的两倍，政府调控资金是 2000 年的 3.66

倍。通过对区、镇（街道）、村（居）三级资金的统筹安排，

集中管理，使资金调度更加灵活，资金保障更加有力，可以

充分利用资金运作的时间差，集中财力办那些应该办但受资

金限制一时办不了的事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增强了政

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襄汾县实现农业 “绿 色三元”

贾平立  郭志方山西省襄汾县财政局

近年来，山西省襄汾县坚持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独辟

蹊径，创造性地确立了加快三个转变（农业由数量型向高效

优质型转变，种植业由二元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结构转

变，农产品由初级产品向加工增值、延伸产业链条转变）、

发展三大产业（牧草、三毛杨、红薯）、实现三化目标（种

草养畜一体化、植树造纸一体化、薯类产品系列化）的调产

战略。经过三年多来的努力，全县农业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

突破，形成了“草当粮种、树进田间、红薯连片、牛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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