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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资金是

指国家遵循一定

的准则 、采取恰

当的形式 , 将劳

动者创造的 、分
散在各经济单位

的部分国民收入

集中起来 , 但暂
未进行财政分配

而形成的部分资

金 ,表现为各级
财政部门和行事

单位在银行的财

政性存款。它是
我国财政实现其

分配职能的基

础 ,也是中央银

行基础货币的重

要组成部分 。近
年来由于诸多因

素的影响 , 在财

政资金的 “筹 、
存 、支”的运动过

程中涉及到的多

个部门 , 在流经
的多个环节 ,对

财政资金“雁过

拔毛” ,使财政资
金被分流 、挪用 、

挤占现象严重 ,

极大地干扰了我

国的分配秩序 ,

削弱我国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力度 ,亟待加

强管理。
一 、财政资金流失的形式

1 、财政收入积压延解 。主要存在两种情

况:一是财税等征收机关不合理使用“税款集
中户” ,致使税款未能做到及时足额入库 ,使

财政资金被占压 。二是国库的经收机关对收

纳的税款不及时进行报解 ,以增加自身资金 ,

来缓解头寸的不足或扩大经营资本 ,且能套

取人民银行的存款利息 ,使财政资金被占用 。

2 、财政资金在银行开户“多 、乱”并存 。

按规定 ,财政部门除去在同级国库开立预算
内预算外存款帐户 ,其预算外资金只允许由

财政预算总会计在商业银行开设统一的专

户 ,而各行政事业单位只可在一家商业行开

立预算内预算外存款各 1 个。但实际情况

是:(1)财政资金多头开户 。一是财政各职能

部门都在各商业行设有 1-2个预算外帐户 ,

各行事单位在银行的开户也少则 3个 ,有的

甚至达 6 个之多;(2)财政资金乱开户 ,主要

是各商业银行为达到挤占财政资金的目的 ,
利用会计科目做文章 ,允许财政部门或行事

单位用一般存款帐户甚至是个人储蓄帐户 ,

办理财政资金的收支业务 ,致使财政资金被

分流 。

3 、违规提退财政收入 。主要是指财税等

征收机关 ,以扩大提退基数 ,重复退库等超范

围 ,超审批权限的不正当手段将已入库的财

政资金转变为部门自身的收入 ,造成了财政

资金的流失。
4 、财政资金滥支乱用 。财政职能部门为

了小集体利益对库款监督不严 ,致使各种无

预算计划 、无合理用途 、预算内变预算外 、拨

付财政信用资金等不正当拨款行为增多 ,给

财政资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 、财政资金流失的成因分析

造成财政资金被大量分流 、挤占 、挪用的

原因 ,既有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各地

资金供应和需求之间不平衡的外部客观原

因 ,也有各职权部门未形成统一有效的监管

机制的内部因素 。总的说来 ,就是在对财政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上未能有效地处理好以下

三个关系:

1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关系 。目

前我国实行的是委托金库制 ,而对银行办理

财政预算资金的收纳 、保管和支拨业务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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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财政资金存款 ,规定“存不计息 、汇不收
费” 。根据“分税制”管理原则 ,银行部门运用

包括财政资金在内的信贷资金实现的利润和

所得税 ,归中央财政所有 。这样不仅使得地
方财政应得的资金增值收入被中央财政“挖”

走 ,而且使地方财政变相增加了上交中央财

政的任务 ,损害了地方财政的既得利益。地
方财政必然采取措施 ,一是和银行“结对” ,采

取变通手段 ,使财政资金存款“无息”变“有
息” 。二是多方筹措资金 ,扩大财政信用放款

规模 ,增加资金有偿使用收入 ,引起财政资金

流失 。
2 、部门和全局的利益关系 。在两者之间

“轻重换位 ,本末倒置” 。应该看到 ,各个部门

采取如本文所列的几种形式对财政资金“雁
过拔毛”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部门自身利益 ,

或为弥补经费的不足 ,或为解决某些不合理

开支的需要 ,或为增强自身的经营实力 ,置国
家利益而不顾 ,造成财政资金的流失。

3 、服务和监管的关系。相对来说 ,目前

对财政资金监管和弱化也是致使财政资金被

流失的一个原因 。这主要是由于:(1)是对财

政资金的管理未落实归口部门 。财政资金的

运动涉及财税 、银行 、行事单位等多个部门 ,
流经征收 、报解 、保管 、支用等多个环节 ,各个

部门的管理各有侧重。如财税 、行事部门管

征收 ,银行管报解 、开户 ,财政管支拨等 ,这种
情况一是易造成管理中的混乱 ,二是解决存

在问题时易出现“扯皮”现象;(2)是管理制度

上政出多门。由于财政资金来源 、运用渠道
复杂 ,各主管机关因管理的角度与目的不同 ,

在制订相关制度时 ,发生文件“碰车”现象 ,增
大监管的难度 ,而往往是碍于人情关系 、长官

意志 ,使财政资金被分流 。

三 、财政资金流失的负面效应及其加强
管理的几点建议:

财政资金在其正常的运动过程中 ,遭“雁

过拔毛” ,使财政资金流失 ,必将削弱财政部
门预算分配的调节能力 ,减少中央银行基础

货币来源 ,削弱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

力 ,易滋长各种消极腐败 、违法乱纪现象 ,增
大了财政资金风险 ,必须对其加强管理。为

此笔者建议:

1 、健全财政资金的管理制度。
就是要针对当前财 、税 、行 、行事单位的

有关规定不协调 、不一致的情况 ,根据工作的

实践 ,尽快制订出集退库管理 、预算拨款的审
批 ,财政资金开户等于一体的《财政资金管理

办法》 ,对财政资金运动涉及的各个部门的权
利和义务作出具体的规范 ,以确保财政资金

运动的顺利进行。

2 、完善财政资金的管理办法
建议对财政资金的管理实行“国库单一

帐户”的管理办法 ,把所有的财政资金都通过

财政总会计在人民银行的国库部门开设统一

的预算内和预算外帐户 ,所有的财政资金 都

统一在财政单一帐户上进行管理 ,并实行存

款计息 ,汇款收费 ,达到财政资金管理的预算
化 ,减少财政资金多开户 、乱开户带来的流

失。

3 、严格执法 ,加大国库监管力度
国库部门作为办理国家预算收支的专职

机构 ,是国家预算资金进出的“闸门” , 《中国

人民银行法》赋于人民银行国库监管的职责 ,
各级国库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

法》和《国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加强对财

政资金的监管 ,确保库款的安全与完整。对
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纠正和反映 ,还应对直接

责任人 ,经办人处以必要的经济 、行政处罚 ,

以维护国库监管的权威性 。
4 、协调配合 ,对财政资金进行管理

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上 ,要协调好财 、税 、
库 、行 、行事单位五者之间的关系 ,及时解决

相互矛盾的问题 ,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在财

政资金管理中的作用 ,来确实做好对财政资
金的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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