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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资金监管的风险及对策(符浩勇；2004年3月30日)

文章作者：符浩勇

  预算资金监管风险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和新的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与之相适应的国库管理体制改革明显落

后，致使国库业务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造成预算资金在收纳、报解、拨付、退库工作可能产生的漏损和流失，本文通过分析预算资金监管

中存在的风险，提出防范风险的对策意见。 

  一、预算资金监管中的风险 

  （一）预算收入收纳的风险表现。一是混税混库风险。由于税收任务的刚性增强，而税源结构随时变化，有的征收机关为改变税种、级

次间的贫富不均状况，采取混税混库的办法来完成征税任务。二是“空转”收入风险。财税任务成为政府收债工程，出现了财政库款变税款等

“闭门造税”现象，实际纯属“泡沫收入”。三是延解积压风险。在表现形式上手段多样。 

  （二）预算收入拨付的风险表现。一是资金安全风险，预算收入的拨付，国库部门主要凭各级财政机关开出的拨款书，而拨款书却没有

纳入财政或国库监管的重要空白凭证管理，也没有约定密押等特殊标志，仅有预留印监，凭证传递也缺乏严格的封闭运行路径。二是资金预

算风险。财政资金的拨付，必须控制在各级人大批准的年度预算之内，而实际上没有预备，或超预算的拨款，财政部门倒逼国库拨付，国库

难以落实按计划预算执行拨款决定。三是资金用途风险。国库部门难以把握拨款的正确用途，缺乏相关的资料，拨款用途的填列也没有统一

的文件规范。 

  （三）预算收入国库的风险表现。一是手续费提退风险。财政部门手续费的退库，政策较难掌握，目前提退的依据政出多头，有分税前

文件，也有分税后规定，有财政部制定的，也有各级政府及财政部门自拟的，国库部门未能准确把握。二是退库的操作风险。退库的审批机

关有监管专员办、财政机关和国税地税部门，退库的种类多，国库部门却缺乏具体统一的操作规程，特别是年检无据可依，没有程序可循。 

  （四）预算监管体制自身的风险表现。一是中央银行按经济区域设置，四级国库的经理制难以落实。二是国库管理体制既有经理制又有

代理制。人民银行实行经理制，业务独立，但机构单列较少，特别是县支库，难以保证国库会计制度的执行。城区和乡镇国库是代理制，由

人民银行委托商业银行代理业务，经办人员由代理行兼任，业务从属代理机构，代理国库业务职责难以落实。 

  二、防范预算资金监管风险的对策 

  （一）制定国库会计操作规范，明确预算资金监管职责。 

  针对预算资金监管中的不确定因素，人民银行应会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善制订国库会计操作规程，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征税

机关和国库部门的各自职责，详细具体规范预算收入的收纳、报解、拨付、退库等业务操作。一是拨款业务，规定凭证实行财政— — —国库

封闭运行，互相签收。二是预算收入退库，规定审批机关应提供系国库此项退库的政策依据，缺乏依据的，国库可拒绝办理，造成的纠纷或

损失由审批机关负责。三是对延压税款入库部门，制订具体的罚则措施，明确延压责任，保证税款入库畅通无阻。 

  （二）提升预算资金监管科技含量，完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 

  国库会计核算是预算资金监管的基础，核算程序应为监管提供优质安全高效服务，如预算收入拨付的核算，应将人大部门批准的年度计

划输入计算机，核算程序能自动识别无预算或者预算拨款，并提出警示报告；预算收入退库的核算，对提退手续费，核算程序能自动计算并

与征收机关提退数核对，对先征后退的，核算程序能自动调阅原缴款书与退库书进行配对审核。对在途款数应进行表外或附表揭示方式，以

确保税款入库安全畅通。 

  （三）还权国库部门，理顺预算资金监管体制。 

  预算资金监管风险的根源在于现行国库监管体制，理应稳定基础政权，增强财政调控力度，按一级财政设一级国库要求。一是中央银行

还权国库部门，国库对外独立挂牌，国库主任实行任期制，机构相对独立。二是财政还权于国库部门，在预算资金计息、业务支付费用的基

础上，国库财务独立预算，中央及地方国库经费分级纳入预算。三是金融机构还权于国库部门，取消城区代理制，作为中心支库派出机构，

设立乡镇国库，作为县支库派出机构，国库可直接收纳税款，实行完善的“统一账户”管理，逐步理顺预算资金监管体制。 

  （四）强化遵纪守法观念，提高国库队伍素质。 

  一是强化遵纪守法观念。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重点突出和巩固学习《会计法》与《预算法》的规定要求，认真针对预算资金监管中的

存在问题进行深层剖析，检查漏洞，严格把关，防患未然。二是强化改革创新意识，规范整顿财政局预算部门账户，取消多头开户。三是强

化敬业奉献精神，增强经理责任感，做好工作中新问题、新情况的调查分析和综合反映，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技能的培训，为落实预算资金

监管职责打下良好的基础。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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