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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会计集中核算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试论我县实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 

  

   姜正德 

（铜梁县财政局   402560） 

 

财政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制度是指按照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将所有的政府性财政资金全部集中存放到国库或国库指定的代

理银行，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支出全部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直接支付到商品和劳务的提供者或

用款单位的现代国库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建立后，能够消除多重设置账户、资金收缴和拨付环节过多的弊端，减少资金沉

淀，增加财政资金活动的透明度，有助于强化财政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 

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背景 

1994年，我国进行的 “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进行的，未对预算管理和国库管理制度进

行大的调整，财政资金的缴库和拨付方式暴露出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一是重复和分散设置账户，财政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

较多，有相当规模的财政资金经常滞留在各级预算单位，难免出现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既降低了使用效率，又容易

诱发腐败现象；二是财政收支信息反馈迟缓，难以及时为预算编制、执行分析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准确依据；三是财政收

入流失等问题时有发生；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主要采取事后监督方式，不利于及时有效的监控。 

针对上述问题，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预算编制的程序及预算资

金的所有权、使用权、财务管理权不变，改变支付方式的原则，制定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各地结合实

际情况做好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工作。 

二、我县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做好准备 

近年来，我县在加强财政管理方面积极探索，努力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县情的财政改革之路，为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

度改革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一是推行部门预算。我县从2001年起在县级部门推行了部门预算编制改革，2005年对乡镇级财政实行了预算共编。通过

采取科学的方法和严格的程序，保证了财政资金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同时严格了预算约束。 

二是完善“收支两条线”，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从1997年起，我县建立预算外资金管理部，取消了部门和单位的银行

账户，将其所有预算内外资金统一纳入资金部进行管理。建立了“财政票据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票据管理与资金解缴同

步监控。建立“非税收入征管信息系统”，规范了收入的解缴方式。这样，从源头上、收入征管方式上和支出安排体系上

多点控制，完全实现了“收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三是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从2002年起，我县对县级部门实行了“集中管理、分户核算”的会计核算试点，到2004年底，

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已全部纳入会计集中核算，2005年3月，按“乡财乡有，代管消债”的要求又将乡镇财政资金纳入集中

核算，取得了较好效果。 

四是一些资金已实现财政直接支付。近年来，县财政对全县干部职工工资、村社干部误工补助、民政优抚对象及最低生活

保障资金实行银行统发，将政府采购资金直接拨付到供应商，对农民种粮、农资补贴、退耕还林、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等补助资金通过银行直接补助到农户，农业综合开发和财政扶贫资金实行报账制直接支付给项目业主或实施单位。 

以上改革为我县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如何选择具体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模式，以符合我县的县情，达

到改革的目的呢？我认为，只需在我县现行财政管理的框架上，将财政内设机构的职能稍作调整，建立会计集中核算型集

中收付制度，是我县实行财政国库制度改革的最佳模式。 

三、会计集中核算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可行性 

会计集中核算制是指在单位的资金所有权、使用权、财务自主权不变的前提下，取消单位银行账户及其会计岗位，单位设

立财务报账员，由会计核算中心对单位集中办理会计核算业务、实行会计监督。国库集中收付制是指财政部门对单位的财

政资金实行从预算分配到资金拨付、资金使用、银行清算、直至资金到达商品和劳务供应者账户的全过程监控。但这两种



制度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将两种制度相结合，建立会计集中核算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能实现两种制度的优势互补。 

（一）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相互联系 

第一，两种制度互为依靠，并驾齐驱。预算改革解决资金科学安排、分配问题；国库支付改革目的是减少不必要的支付环

节，规范拨付问题；会计集中核算改革是解决财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监督问题。分配、核算、监督是财政资金的主线，

三个环节是分配、拨付、使用，很显然，财政各项改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 

第二，两种制度的理论基础一致。无论是会计集中核算制还是国库集中收付制，都要求取消预算单位的银行账户，都把预

算内外资金纳入管理范围，都强调对财政性资金收支运行的全过程实施有效监控。 

第三，两种制度的操作主体一致。会计集中核算制和国库集中收付制都是作为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由财政

部门负责实施，操作主体是完全一致的，在具体运作过程中，还可较好地考虑其有机结合，考虑其已有物质、技术、信

息、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四，两种制度的承担对象一致。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和国库集中收付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纳入会计集中核算范围的行政事业

单位的各项收支活动，其具体对象都是财政资金的预算执行过程，前者在消费环节把关，后者在拨付环节监控。 

第五，两种制度的实施手段一致。会计集中核算制与国库集中收付制都要求：取消预算单位开设的不符合规定的银行账

户；预算单位所有收入都缴入财政统一开设的银行账户；预算单位各项支出经过自身审核后再由会计支付给用款人；对账

户资金进行会计核算；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和规范的业务流程；实现信息网络化和办公现代化等。 

第六，两种制度的最终目标一致。会计集中核算制实现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相对分离，以达到规范会计核算，强化会计监

督；国库集中收付制解决国库资金多环节拨付、多户头存放所形成的库外沉淀和闲置浪费的弊端。两种制度最终目标都是

为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 

由此可见，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和国库集中收付制改革相结合是完全可行的，将其结合还可以将财政资金的拨付和使用两

个环节同时进行规范和监督。 

（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为推行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创造了条件 

一是会计集中核算解决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各预算单位多头开户、重复开户的问题。而且，这样比由各单

位分账核算并由财政部门为单位在商业银行开设零余额账户的做法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各单位既不需开设账户，也不需

进行会计核算，一切财务核算职能由会计核算中心代理，单位只需设立一个报账员，资金的“入口”和“出口”更加安

全、便捷、流畅。 

二是会计集中核算引进了银行结算办法设置了资金柜台，由资金柜台代行出纳职能，这样大大缩短了银行清算时间，提高

了工作效率。同时，原有人员角色转换快，完全能够肩负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运转工作。 

三是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会计核算中心实现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网络化，会计资料生成自动化，形成了计算机网络系

统，从而为国库集中收付网络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减少了国库集中收付运行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国库集中收付运行的前

期成本。 

（三）会计集中核算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能实现两种制度的优势互补 

第一，能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基础管理。集中核算型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能继承和发扬会计集中核算的诸多优

点，同时也能解决财政资金的多环节拨付、多户头存放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能妥善解决新增设机构的问题。“两种制度”的有机对接后，核算的对象、方法、内容及组织形式相同，采用大厅

式办公、柜台式核算、流水式作业、链条式管理的方式，能够充分发挥会计核算中心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管理手段，技

术力量，信息资源等各方面的优势，将现有内部机构职能作适当调整就能实现对接，无需新增设机构，符合“精简、高

效、统一”管理的目标。 

第三，能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简化会计核算程序。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型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之后，所有预算单位

的资金全部集中在国库，减少了大量的库外资金的无效、低效运作。同时，能有效解决国库、财政预算编制机构、执行机

构、各预算单位以及专业银行之间人为的频繁的资金划拨、结算和对账等问题。 

第四，能为深化细化部门预算工作开辟新途径。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型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能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质

量，预算单位和财政部门的支出数据通过清算后，在当天就能实现一致，所提供会计信息资料的能充分体现其及时性、真

实性、准确性、全面性，为科学编制部门预算、细化预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会计集中核算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方案设计 

（一）合理设置内部机构，规范管理职能 

为适应改革要求，我县应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金使用和预算监督各个层面合理设置财政内部机构，规范界定其职

能。 

一是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职能。将财政预算外资金统一纳入管理，把好预算编制关，彻底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和综合部门预

算，严格预算约束。 

二是设立国库执行机构。设立国库科履行现预算国库科的财政预算内资金收支核算职能和预算外资金部非税收入征收、预

算外资金收支核算职能，统一管理和核算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的收支，把好预算执行关，严格执行综合财政预算。 

三是调整预算外资金管理部和会计核算中心职能。除将预算外资金部非税收入征收、预算外资金收支核算职能移交国库执

行机构外，将单位资金结算职能并入会计核算中心成立资金结算部，履行财政资金支付和清算职能，把好预算资金清算

关。现行会计核算中心职能转为集中核算部，履行单位财政性资金收支核算职能，把好资金使用关。 

通过上述内部职能的适当调整，就能将财政资金从征收、分配、拨付、使用的各个环节进行控制，且相互制约，保证了

“入口”的统一性和“出口”的安全性。 



（二）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由财政部门按规定设立各类账户，进行总分类和明细分类核算，其具体构成和功能是： 

1、财政国库机构：在国库开设国库存款账户，用于核算和反映财政预算内资金的收支活动；在商业银行开设预算外资金

财政专户，用于核算和反映财政预算外资金的收支活动；在商业银行开设特设专户，用于核算和反映有特定用途的专项资

金的收支活动。上述账户与会计核算中心资金结算部在商业银行开设的零余额账户清算资金。 

2、会计核算中心资金结算部：在商业银行开设零余额账户，用于核算和反映财政性资金的拨付情况，并与财政国库机构

相关账户清算资金；为各单位在内部设立预算指标控制户，用于核算和反映单位的财政授权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单位发

生支出后，与在商业银行开设的零余额账户清算资金。 

（三）规范收入缴纳程序 

各种财政预算内外收入，经征收机关审核无误后，区别收入性质，由缴纳义务人将应缴收入分别采用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

方式缴入国库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纳入“收支两条线”、“收缴分离、银行代收”管理的非税收入，通过商业银行归

集，根据收入性质分别缴入国库和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办理财政收入退库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规范支出拨付程序 

1、财政直接支付。对预算单位的统发工资支出和集中采购购买支出、对企业和乡镇的转移支出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方式，

通过财政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支付到收款人银行账户。 

2、财政授权支付。对预算单位的零星支出实行财政授权支付方式。预算单位在每月批准的用款额度（在资金结算部的预

算指标控制户余额）内自行开具支付令，通过零余额账户转账支付到收款人账户或提取现金。 

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具体支出项目，由财政在确定年度部门预算时列出。 

实行这种办法后，只是改变了国库资金的拨付方式，并不影响预算单位的预算下达、资金分配和使用，单位对资金的管理

权、使用权和分配权均不改变，符合“四不变一变”原则，而且简单、方便，优势突出。 

总之，会计集中核算的顺利实施和稳健运行，为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做好了准备并打下了良好基础。会计集中核算与国

库集中收付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将这两者有机结合，建立会计集中核算型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会计集中核算制与国

库集中收付制有机融合的一种科学、有效的复合型管理模式，是一项全新的制度、体制、管理的创新和发展，既巩固了会

计集中核算的改革成果，又实现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是一种与地方财政运作相适应，特别符合我县财政管理的国库

集中收付制度，是我县实行财政国库制度改革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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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天津市信息中心 

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 

上海市信息中心 

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 

河北省经济信息中心 

山西省经济信息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信息中心  

辽宁省信息中心 

吉林省经济信息中心 

江苏省信息中心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 

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 

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 

江西省信息中心 

山东省信息中心 

河南省信息中心 

湖北省信息中心

湖南省经济信息中心 

广东省计委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信息中心 

海南省信息中心 

海南省党政信息中心 

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 

贵州省信息中心 

云南省经济信息中心 

西藏自治区经济信息中心 

陕西省经济信息中心 

甘肃省信息中心

青海省信息中心 

宁夏自治区信息中心 

新疆信息中心 

沈阳市经济信息中心 

长春市信息中心 

哈尔滨市信息中心 

南京市信息中心 

杭州市信息中心 

宁波市信息中心 

厦门市经济信息中心 

济南市信息中心

青岛市信息中心 

武汉市经济信息中心 

广州市信息中心 

深圳市信息网络中心 

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 

西安市信息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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