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理确定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等，这对提高学

校投资效益是大有益处的。第二，校办企业必须

向财政部门报送财务报表，及时反映有关经营

情况，使财政部门对校办企业的经营情况有比

较清楚的了解，便于财政部门从宏观方面进行

及时的管理。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

面，有利于监督学校从校办企业的分利，防止学

校对企业的分利偏高或偏低；同时使财政部门

对学校从校办企业分到的实际利润做到心中有

数，监督学校正确使用、发挥预算外资金改善办

学条件的作用，以利于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也便于财政部门对校办企业进行

帮助。过去由于财政部门对校办企业的经营情

况了解不多，财政部门对校办企业的帮助抓不

住重点，无法择优扶持，效果也就不理想。建立

报送财务报表制度后，财政部门通过报表和其

他途径了解了校办企业的经营状况后，就可以

有针对性地扶持。

三、对于学校与别的经济组织合办的联营

企业，要正确确定学校在其中的股份，确保学校

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为此，除去对于国家给予

校办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等，
应当根据联营情况作适当考虑外，对学校所投

入的固定资产必须进行严格评估，正确确定其

价值。由于学校的财产物资都是用财政资金购

置的，其所有权属于国家，对学校以其财产、物

资为投资的，应报知财政部门。对投出财产的作

价应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评估。

四、学校对校办企业应利用统一的财务会

计制度等手段进行规范化管理，正确发挥其作

为所有者的管理职能。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

条件下，校办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

场竞争，必须有根据市场需求来组织经营活动

的权力。这主要是人、财、物的经营自主权。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校办企业应当象一般企

业一样，要制定本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执行统

一的行业财务会计制度，用统一的会计核算方

法反映和监督生产经营活动。学校对校办企业

投入的资金作为投入资本金处理，其对校办企

业的管理以所有者的身份进行，主要从宏观方

面进行，微观方面不要过多干涉，由校办企业自

主进行。

财务管理

实行“五定一包”

促进广播电视事业发展

董惠琴吉林省通化市财政局

为充分调动我市广播电视局干部职工的积

极性，增强广播电视事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自我改造的能力，促进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财政

部门在深入调查，反复测算的基础上，从 1992

年 1 月 1 日起对市广播电视局实行了“五定一

包”、三年不变的财务管理办法，收到了较好成

效。

一、定收入。收入项目是：广告收入、赞助收

入（实物按出厂价格折算入帐）、有偿服务收入

和其他收入。这些收入以 1991 年帐面收入数为

基数，每年递增 8%。所有收入全部纳入预算内

帐户核算。

二、定支出。支出项目为工资、补助工资、离

退休费用、公务费、经常性业务费和其他费用。

包干基数以 1990 年、1991 年两年经常性公用

部分支出的平均数为准，每年递增 5%。在核定

收入支出基数基础上，实行以收定支，多收多

支，超收节支留用，短收超支不补的办法。
三、定专项补助。专项补助项目包括：房屋

维修、设备购置、集体福利基金。专项补助定额

以 1990 年、1991 年、1992年三年财政计划下达

数的平均数为准。其中 20%作为集体福利基

金，30%用于补充公用经费不足，50%用于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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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和设备购置。

四、定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比例。即

1991 年实际支付工资、补助工资、福利费、奖金

之和除以当年实际收入的比例为挂钩比例。

五、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固定资产在现有

的基础上，每年增值 20 万元（不含基本建设增

值额）。

六、“一包”是实行领导班子集体风险抵押

承包。包干期间，广播电视局领导班子成员每人

向财政部门交纳一定数额的风险抵押金。承包

期满完成包干合同规定的各项指标，财政部门

将其风险抵押金及银行同期利息收入一并退还

给承包人，并以财政专款给予一次性的奖励。如

承包期满完不成包干合同规定的指标，财政部

门将风险抵押金连同银行利息收入全部缴入国

库。
广播电视局实行总承包后，他们把承包指

标分解到科室、人头，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

按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交纳不同金额的风险抵

押金。对有创收任务的科室采取优化组合，按不

同业务量，定收入指标，落实到人头，多收多得。

对行政、后勤等科室定支出指标，把发给个人的

工资和公用经费捆在一起使用，定额包死，减人

不减经费。对完不成收入和支出任务的科室、人

员，每年收回三分之一的风险抵押金。

为促使广播电视局顺利执行“五定一包”办

法，市财政局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给予扶持。如财

政部门通过周转金形式对广播事业局的设备购

置和效益好的项目进行扶持；帮助广播电视局

筹措资金，增加投入等。

广播电视局承包一年来，积极组织收入，大

力压缩支出，取得了纯收入超基数 20 万元的好

成绩，减轻了财政负担，增强了自我发展广播电

视事业的能力。

县乡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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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解放了

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

村经济发展，解决了广

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但

是，一些粮食产量多的

农业省和农业县，出现

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

表现是粮食产量的增长

与财政收入的增长呈逆

向发展趋势：粮食产量

越多，财政投入越大而

财政收入却不能相应增

加，甚至还要减少。吉林

省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之一，从全省 28 个

商品粮基地县财政情况

看，绝大多数市县收不

抵支，出现赤字，有些县

（市）只能是“吃饭 财

政”，有的吃饭也难以保

证，每月发放工资，都很

困难，甚至借款发工资，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如何摆脱困境，既保证

粮食的持续增长，又使

财政从粮食包袱的重压

下解脱出来？就此问题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粗浅

意见。

一、调整农业结构，

努力开发高产优质高效

农业

解决粮食高产穷县的问题，首先要牢固树

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观念，继续把加强农

业放在首位，振兴农村经济。粮食产量事关大

局，生产粮食县（市）稳定增产粮食不能动摇。特

别是提倡在不增加面积或减少面积的情况下，

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第二，要突破单一的农业

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念，破除“以粮为纲”和“粮

食到了手，一俊遮百丑”的传统观念，改变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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