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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转发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个人用国库券抵缴赃款罚款补税和抵还职工借欠公

款的规定》的通知  

发布日期：1983-5-20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０日（８３）法办字第５６号]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铁路运输高级法院： 

    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83）财综字第16号文件《关于个人用国库券抵缴赃款、

罚款、补税和抵还职工借欠公款的规定》抄转你院，供工作中参考。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个人用国库券抵缴赃款罚款补税和抵还职工借欠公款的规定 

    （1983年5月10日财综字〔83〕第16号） 

     

    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税务局、人民银行分行，重庆市财政局、税务局，国务院各部委、

直属机构： 

      最近，有的省、市、自治区询问能否用国库券抵缴赃款、罚款、补税和抵还职工借欠公款的问

题，现规定如下： 

        一、为了防止各种经济犯罪分子在退赃、罚款、补税时钻空子，逃避交出现金和物资，原则上不

准以国库券抵缴赃款、罚款和补税。但经主管机关审查，对确实没有现金和实物用来抵缴赃款，罚款和补

税的，报经县以上财政、税务机关同意批准后，可以用国库券抵缴。各单位在收回抵缴的国库券时，要开

给收据。补税部分开给罚款、滞纳金收据，注明抵缴税种和税额。 

      过去职工借欠的公款，原则上应当归还现金，但对调离本地区和本部门的职工，确实拿不出现金

归还的，经本单位领导同意后，可以用国库券抵还所欠公款。 

        二、各单位收回抵缴、抵还的国库券，一律不提前兑付。其中，抵缴赃款、罚款、补税的国库

券，只按国库券票面金额计算，不算利息。职工抵还借欠公款的国库券，可连同已到期的利息一并计算折

还。利息按发行年度的国库券条例规定的利率计算，满一年的算一年利息，不满一年的不算利息。 

        三、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收回抵还职工借欠公款的国库券，由本单位自行保存，到期兑

取本息。在会计帐务上，一面核销职工欠款，一面增加库存国库券。 

        四、各单位收回抵缴赃款、罚款、补税的国库券，一律送当地人民银行作无偿上缴处理。收回单

位凭人民银行盖章的“国库券无偿上缴单”收据联结案。 

        五、各单位向当地经收银行（包括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城市区办以及单设农行县支行，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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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处、所不办这项工作）无偿上缴国库券时，应先填写“国库券上缴单”（表式附后），列明国库券发行

年份、券别额、经收性质（如抵赃款、抵罚款等），填写一式三份，分别加盖公章，连同国库券一并送经

收银行。 

        六、经收银行对国库券无偿上缴及销毁的处理。 

      １．经收银行对“国库券无偿上缴单”审核无误，并将国库券点收后，在“国库券无偿上缴单”

上分别加盖行章和出纳员名章。然后将第一联（报查联）送县（区）级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财政部

门）。第二联（收据联）退缴纳单位。第三联（存根联）经收银行留存，作２８７“代保管的有价值品”

表外科目收入传票的附件。并建立登记簿进行记载。 

      ２．各经收银行对无偿上缴的国库券，必须当时打洞作废，入库保管。销毁时，并填制２８７

“代保管的有价值品”表外科目付出传票，销记有关登记簿。比照残缺人民币销毁手续办理。人民银行

省、市、自治区分行要分别国库券年度、券别、张数、金额按年汇总填制销毁无偿上缴国库券报告表，上

报总行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由总行转财政部。 

        七、各上缴单位送缴国库券以后，如因案情改变需要退还时，一律不退债券，应由原上缴单位和

原批准财政、税务机关研究提出意见，报财政部研究处理。 

        八、政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没收充公的国库券，均送当地人民银行比照上述无偿上缴手续

处理，任何单位都不得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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