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187.73亿元，与改革前的 1987 年财政总收入

的 1 121.12 亿元相比增长了近 5 倍，比上年增

加 969.63 亿元；办理财政资金拨付 6 809.17

亿元，各级国库都较好地完成了国家预算资金

的收纳和库款的支拨工作。

1995 年是恢复国债发行的第 15 个年头，

是建国以来发行和兑付国债量最多的一年，各

地国库在人民银行各级行长的领导下，注意协

调各方面的关系，配合各专业银行、邮政、财政

等部门做好国债的发行和兑付工作，圆满地完

成了国债发行和兑付任务。全年共发行国债

1 510多亿元，兑付国债本息 750.89 亿元。

四、加强国库系统的电算化网络建设

从 1984 年开始用微机处理会计核算业务

以来，在财政、科技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金

库中央总金库购置了微机，开发了国库会计核

算的应用程序。目前，国库系统国库会计核算工

作基本普及使用了计算机，大大提高了国库会

计核算质量，减轻了劳动强度。中央总金库与各

省分库于 1987 年就实现使用微机通过通讯网

络报解库款和报送各项收入报表；全国已经有

75 % 的省分库与中心支库也实现了使用微机通

讯网络报解国库库款，同时，各省还在大力推进

中心支库与县支库的通讯网络，国库电算化网

络已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加快了国家预算

收入的入库速度，缩短了税款的在途时间，保证

财政及时用款，加速了国家预算资金周转。

1994 年以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会

同财政部、国家税务局部署了财政、税务、海关

和国库之间横向联网的工作，在南京、杭州、武

汉、宁波、恩施、苏州、扬州和深圳展开了试点。

1995 年 7 月在天津蓟县召开了横向联网试点

城市的程序演示会，进一步推动了试点工作。财

政、税收、海关和国库横向联网的实现，保证并

强化了税收监督，加快了税款报解，减少了入库

环节；同时还实现了财、税、库之间的信息共享，

强化了国库的管理力度。

五、加强国库会计人员的培训工作

分税制改革后，国库业务量加大，人员明显

不足，有的影响了工作的开展。针对这一情况，

1995 年总行下发了《关于加强国库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要求各分库加强国库机构建设，稳

定职工队伍，充实国库人员，结合国库业务需要

对各级国库干部进行了业务培训，以确保中央

银行经理国库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到1995 年

底，全国共有国库工作人员 9 336 人，其中：中

专 4 013 人，大专 3 098 人，本科 386 人，硕士 5

人，中级职称166 人，高级职称 66 人。随着人员

素质的提高，国库业务工作水平也不断提高，并

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开

拓国库业务，写出了许多有一定深度和理论水

平的文章，为做好国库工作进行了有利的探索。

（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司供稿  李霞执笔）

粮食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从 1952 年成立粮食部以来，粮食机构几经

变革，与原商业部两分两合，1991 年成立了国

家粮食储备局。1993 年撤消商业部，成立国内

贸易部，保留国家粮食储备局，但对机构进行了

重大调整。新的国家粮食储备局为国内贸易部

代管的国家局，担负着粮食储备管理和全国粮

食流通行业管理工作。尽管中央粮食机构多次

调整，但地方各级粮食机构除个别省、市、区做

过一些相应调整外，绝大部分仍保留了 1952 年

设立的机构，即各省、市、区设粮食局（厅），地区

设粮食局（处），县设粮食局（科），乡镇设粮管所

（粮站）。1995 年末，全国粮食行业资产总额达

到 5 992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1 227 亿元，流动

资产 4 570 亿元。负债总额达到 5 150 亿元。全

系统在职正式职工 332.8 万人，粮食财会人员

17 万人。独立核算单位 57 502 户。国有粮食行

业既要承担粮油收购、销售、调拨、储存、加工，

保证市场供应，保持粮价基本稳定，实施宏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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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政策性任务，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

作用，又要实行多种经营，搞活企业，谋求自身

的发展壮大。

1995 年，粮食管理体制实行了“米袋子”省

长负责制、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两条线”

运行等重大改革。粮食企业销售收入增加，费用

增势趋缓，资金结构进一步改善，地方财政补贴

有所增加，消化财务挂帐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

粮食会计基础工作管理得到加强，会计电算化

工作有了较大进展，粮食行业财会管理工作基

本上适应了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管理水平进一

步提高。

一、粮食财务管理

（一）粮食企业盈亏状况

1995 年粮食企业亏损 44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亏 25 亿元，其中商业企业亏损 45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亏 20 亿元；工业企业盈利 2 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3 亿元；饲料企业亏损 1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亏 5 600 万元；运输和其他企业

亏损 7 2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亏1 亿元。1995

年粮食企业亏损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粮食销

售价格的增长幅度低于进价成本的增长幅度，

毛利率低；二是费用支出大，特别是利息费用占

全部费用总额的 40% 以上。

（二）配合财政部制定和下发粮食部门“两

条线”运行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该办法要求分清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盈亏

和经营性盈亏，理顺粮食企业财务管理规则，进

一步强化企业内部财务管理。规定了粮油政策

性补贴的范围。要求粮油政策性业务费用补贴

标准按平均先进原则确定，财政部门必须把政

策性补贴列入预算，及时拨补，不得留有缺口。

对中央委托的粮油政策性业务，中央财政对省

级财政实行定额补贴的办法。在粮油政策性业

务单位的财务管理上，要求对各种经济事项分

清性质，并从会计科目设置、帐薄登记到财务彻

底分开，单独核算财务成果。

（三）粮食补贴总额有所增加

1995 年，粮食部门应收粮油补贴总额 243

亿元（不含定购粮价外补贴），比上年同期增加

2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 72 亿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 3 亿元；地方财政补贴 171 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28 亿元。中央财政补贴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 1995 年国家为平抑市场粮食和饲料价格，

动用了大批国家专项储备粮，利息、费用补贴相

应减少。地方财政补贴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为

保证城乡居民口粮供应，各地认真实行限价销

售政策，增加差价补贴 13 亿元；二是实行“米袋

子”省长负责制后，各地政府增加了地方储备粮

油，相应增加了利息和费用补贴。

（四）消化粮食财务挂帐取得重大进展

自国务院 1994 年提出对 1992 年 3 月 31

日以前粮食政策性财务挂帐实行停息的政策

后，各地消化粮食财务挂帐的工作明显加快，经

过中央全面清理核实各地挂帐数额，1995 年 9

月，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储备局在内蒙古自治区

联合召开了全国制止和消化粮食财务挂帐工作

会议，对落实停息政策和按期消化老挂帐进行

了总动员，国家粮食储备局配合财政部起草下

发了政策性财务挂帐停息财务处理办法和挂帐

专户管理办法，为各地搞好财务挂帐资金的划

转和有关财务处理提供了依据。1996 年初，有

20 个省市已同财政部签订了“制止和消化粮食

政策性财务挂帐责任书”，规定从签订责任书起

5 年内消化全部老挂帐，其中 13 个省市从 1995

年起停息。1995 年全国共消化粮食财务挂帐 60

多亿元，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如黑龙江、江苏、

浙江、安徽省 1995 年消化挂帐分别达 7 亿元、6

亿元、5 亿元和 2 亿元。

（五）积极做好粮油收购资金供应工作

为了配合银行部门做好粮油收购资金供应

工作，除日常向银行提供资金需求情况外，在夏

粮和秋粮入库前，分别对夏秋两季收购资金需

求情况进行测算，为银行安排收购资金提供了

可靠依据。为了进一步加强收购资金管理，确保

收购中不出现打“白条”现象，1995 年 5 月，中

国人民银行同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

粮食储备局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副产品收

购资金管理会议，李岚清副总理到会作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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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同时，国家粮食储备局、国内贸易部在夏

收和秋收前，两次下文，要求各地加强粮食企业

资金管理，认真做好调销回笼，努力完成自筹资

金任务；对粮食收购资金要进入农业发展银行

专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确保供应；收购企业

要面向农户，坚持户交户结，把卖粮款直接付给

农民。

（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为了全面了解全国粮食系统清产核资结

果，掌握粮食系统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分布和

效益等情况，国家粮食储备局对各地下发专门

文件，摸清家底，加强系统国有资产管理，推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二、粮食会计管理

（一）认真执行“两条线”运行会计核算管理

办法

财政部下发的“两条线”运行会计核算办

法，要求两条线运行后财务核算分开，并增设了

“138 政策性粮油”、“503 政策性粮油销售收

入”、“513 政策性粮油销售成本”等一级科目，

并在企业“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科目下分别

设置了“政策性粮油借款”和“商业性粮油借款”

等明细科目。相应调整了资产负债表项目，对损

益表作了较大变动，以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全国

粮食系统“两线”运行改革的具体操作。

（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

1995 年，国家粮食储备局以规范会计信息

管理为重点，狠抓了会计基础工作管理，国内贸

易部、国家粮食储备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粮食会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粮食

部门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会计管理工作作为

一件大事来抓；深入贯彻落实《会计法》，保障会

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重视会计基础工作管理，

强化会计监督职能；进一步提高会计电算化水

平，提高财会工作质量及狠抓业务培训，提高财

会人员素质等。各级粮食部门结合当地实际进

行了贯彻，对规范粮食会计工作起到了促进作

用。

（三）财会电算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1994 年，为了推动粮食会计电算化迅速发

展，国家粮食储备局组织力量开发完成了《全国

粮食系统通用会计核算软件》，经试用，用户反

映很好。为了做好推广应用工作，1995 年国家

粮食储备局先后在河北、武汉、北京、南京、长

春、四川、贵州等地举办了 10 期培训班，500 余

人参加了培训，被培训人员成为所在地区和单

位财会电算化工作的骨干。1995 年底，各省级

粮食主管部门基本完成了同中央主管部门的会

计报表联网，加快了会计信息报送，提高了财会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四）保证新旧财会制度顺利衔接和过渡

配合 1993 年会计制度改革，国家粮食储备

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的人员培训，基

本保证了每个县市粮食部门能有 2 名以上的财

会业务骨干得到培训。为了使粮食财会改革既

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能反映粮食企业的特性，征

得财政部同意，国家粮食储备局制定并下发了

《粮食企业会计实施细则》，指导粮食财会人员

进行具体核算。为避免新旧会计制度转换出现

混乱，还组织编写了《中国粮食会计实务》一书，

重点介绍了粮食商业、工业、运输企业以及多种

经营核算的内容、程序和具体方法，为粮食会计

核算工作夯实了基础。

（国家粮食储备局计财司供稿  赵文先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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