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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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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崭新景象，被专家和媒体誉为在三晋大地叫得响的襄

汾“绿色三元”模式。

一、立草为业，实现种草养畜一体化

襄汾县财政部门通过市场调研，抓住种植苜蓿有利时

机，在汾河沿岸和全县交通主干线两侧保浇地范围内，大力

支持发展牧草产业。县上拿出100多万元，协调信用联社资

金500万元，扶持农民种草，给一些困难群众无偿提供种

子、根瘤菌肥，解决起步资金；成立牧草发展总公司、乡镇

牧草产业化分公司，专门负责牧草加工、销售等问题，并与

上海光明乳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农垦管理局等单位签订购

销合同，提前为种草户找“婆家”。同时，以县牧草加工厂

为龙头，带动加工业发展，相继建成了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

牧草加工企业14个，加快了牧草产业链条向深层次发展的

步伐。积极发展畜牧业，将养殖作为消化牧草的主要手段，

实施规模养殖“百千万”工程，即建设百头牛场、千只羊

场、万只兔场，壮大畜牧产业，引导农民以畜增收。利用世

行贷款600万元和农村信用社资金1 400余万元，重点扶持

50个规模养殖示范场区建设；投资100 万元，引进波尔山、

道赛特等4种世界名羊，建成了种羊场，进行品种改良。

二、广植杨树，加快林纸一体化

近年来，襄汾县财政局按照“区域化、规模化、产业

化”的发展思路，抓住国家积极推进林纸一体化的有利时

机，高起点规划，大跨度操作，以山西襄汾纸业集团年产

20万吨三毛杨制浆造纸项目一期工程为依托，加快扶持发

展三毛杨。筹集专门资金，先后从北京、河北、陕西、河南

和本省一些地市引进三毛杨品系32 个，建立采穗圃 50 亩、

对比试验林50 亩、育苗基地5 000亩。结合春季植树造林，

全面实施宽林带、农田林网、企业四旁绿化工程，为纸业发

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科技兴薯，推进薯类产品系列化

襄汾县财政局积极推进甘薯产业化进程，通过自筹资金

和争取上级财政支持，建成一座全省惟一、华北最大的现代

化甘薯脱毒种苗基地，每年可向群众提供抗病、优质、高产

种苗3 000万株。同时，还筹措资金 500 多万元，创办“金

田园”、“星源”、“绿康”等红薯加工龙头企业，使深加工总

量达到1万多吨。“金田园”精制粉条、粉丝，销往省内外

30多个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绿康”公司生产的“襄绿”

牌产品，远销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为了在更

高层面上发展甘薯产业，县财政局组织成立了红薯专业协

会，新上信息平台、联网业务，发挥科技威力，推广科学的

栽植、管理技术，为薯农、营销户和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

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全县红薯总产达到 3.75 亿公

斤，加工总产值4.5亿元，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新亮点。

截至2003 年底，襄汾县牧草种植面积已突破 12 万亩，

成为全省牧草第一大县；建成规模养殖场 66 个，牛存栏 8

万头，羊存栏35万只，兔存栏150万只。栽植三毛杨 15万

亩，与全国最大的造纸集团山东晨鸣纸业联姻成功。红薯面

积稳定在15万亩左右，而且80% 实现了深加工，年产淀粉

7万吨，优质粉条 3万吨。“绿色三元”带动了襄汾县农业

产业化的大发展、大跨越，促进了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在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独领风骚。

创新财政运行机制  完善预 算管理体 系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财政局

一、完善部门预算管理

自2000 年开始，牡丹江市财政局在实施部门预算、推

行零基预算、制定标准化定员定额、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等

方面进行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

了一些经验。一是实行部门预算。即将部门作为预算编制

的基础单位，一个部门编制一本预算，凡是直接与市财政

发生经费领拨关系的一级预算会计单位均作为预算部门，

财政部门直接审核部门预算编制计划，将预算批复到部门。

部门预算既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又包括其下属事业单位预

算；既包括财政预算内拨款收支计划，又包括财政预算外

资金收支计划和部门其他收支计划。二是实行综合财政预

算。按照预算内外分编统核的综合预算指导思想编制预算，

将各部门和单位预算内外资金和其他收支全部纳入部门预

算，统一管理、统筹使用。部门预算编制细化到具体项目，

对每一个项目都进行论证、评价，使编制和预算非常具体、

详细，便于执行和考核。三是采用零基预算法。即取消各

部门和单位往年的支出基数，根据各部门和单位职责、任

务和目标以及下一年工作计划，结合财力可能，分别轻重

缓急重新测算各个部门每项支出需求。四是强化约束力，

增强部门预算的法制性。将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变更、

决算等各个环节纳入规范化管理，并接受市人大、审计等

部门的监督。部门预算编制完成后，报经人大批准。一经

批复，即具有法律效力，原则上不允许调整和追加。确需

调整的，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人大批准后予以调整。

几年来，从牡丹江市部门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看，预

算管理改革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体现。一是使部门或单位

树立了过紧日子的思想，增强了参与预算管理的意识，形

成了部门或单位与财政共同理财的合力。二是增强了地方

政府及财政的宏观调控力度、财政预算约束力度、综合财

政预算管理力度和反腐倡廉的治理力度。三是节省了财政

开支，避免了资金浪费。仅2003 年市本级财政通过部门预

算编审工作，就节省支出720万元，取得了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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