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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传真

7月19日，随着财政部率先在门

户网站公开部门决算，2018年中央

部门决算公开拉开序幕。今年也是中

央部门连续第9年向社会公开部门决

算。“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要

告知于民。决算是告知于民的重要方

面，近年来我们不断努力，中央部门

决算公开有了很大进步。”财政部有关

司局负责人说。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第9年：更全面、更易懂   
本刊记者｜张蕊

公开范围更全面

今年预计有93个中央部门公开

2018年度决算，相关部门按照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后的新部门进行公开，如

司法部公开原司法部和原国务院法制

办公室决算，水利部公开原水利部、

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和原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于 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王卫东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王霁虹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石静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朱大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大华 财政部条法司原司长

李绍刚 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原主任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施正文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曹富国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熊文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附：

财政部第二届法律顾问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办公室决算。另外，与2018年部门预

算公开相比，部门决算公开数增加4

个，主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医

疗保障局、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中

国老龄协会。

从内容来看，今年中央部门决算

公开包括部门概况、部门决算表、部

门决算情况说明、名词解释四个部分。

其中，部门决算表包括收入支出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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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财政

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

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决算表等8张报表。除涉密信息

外，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政府性

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细

化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细化

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今年中

央部门决算公开，涵盖了部门收支总

体情况以及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上述

负责人介绍道。

公开内容更易懂

除了涉及部门收支及拨款情况的

8张表外，各部门的决算中还包含部

门概况、部门决算情况说明和名词解

释。部门概况是对部门职责和机构设

置进行说明，名词解释是结合本部门

特点对公开文本中专业性较强的会计

术语、预算管理名词予以解释说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门决算情况说

明，根据决算报表数据，将综合收支

与上年决算数作对比，财政拨款支出

与年初预算数作对比，并说明增减原

因。同时，还对“三公”经费、机关运

行经费、政府采购支出、国有资产占

用情况以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

况等单独说明。

另外，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

信息，除了在其部门网站可以看到外，

也可以通过登录财政部门户网站“中

央预决算公开平台”和中国政府网“中

央预算决算公开”专栏集中查阅。记

者进入财政部门户网站，可以直接看

到屏幕左侧“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

专栏，十分醒目，进入中国政府网，

点击“专题”也马上能够找到“中央预

决算公开”专栏。专栏汇总了各个中

央部门的决算报告，不仅有今年的还

有历年的，不仅有决算还有预算，不

仅有数据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预

算支出政策文件。“这样一来，社会公

众能够更容易看到决算、看懂决算了，

也能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利。”中央财经

大学财政学院院长白彦锋说。

政府采购支出全公开 

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

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政府采购透明度不断提高，

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预算、采购过程

及采购结果的全过程信息公开深入推

进。2015年中央部门开始随决算向社

会公开政府采购支出总体情况，包括

政府采购支出总额以及货物采购、工

程采购和服务采购金额。

另外，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不断

强化，强制和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进一步完

善，政策支持范围向促进残疾人就业、

维护信息安全等领域拓展。2016年中

央部门在公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的

同时，同步公开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

情况，包括政府采购合同授予中小微

企业金额及占政府采购支出金额的比

重。今年，相关情况继续公开。记者翻

阅十几个中央部门决算，发现各部门

政府采购合同授予中小微企业金额和

占比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各部

门采购项目的特点不同。一些重大项

目的供应商通常为大型企业，中小微

企业不具备实施条件，使得政府采购

合同授予中小微企业的金额小，但这

不意味着部门不支持中小微企业或者

支持力度小，对此需要理性看待。”上

述负责人解释说。

“业绩体检”+“有效诊疗”

部门花钱更讲绩效

“决算公开让社会公众看到钱花

在哪儿，支出绩效让公众了解钱花得

怎么样，两个方面同样重要。”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说。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是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预算执

行结果的全面诊疗。2018年9月，《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印发，对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作出总体部署，提出力争

3—5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同时要求

各部门各单位对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政

策、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评价，大

力推进绩效信息公开，自觉接受人大

和社会各界监督。现行预算管理中，

对预算支出的绩效评价分为绩效自评

和重点绩效评价（主要是外部评价）

两种形式，主要评价支出的经济性、

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通过开展

量化评估对预算支出进行全方位的

“业绩体检”和“有效诊疗”。

不断完善绩效自评。绩效自评是

对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直接反馈，也

是落实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主体责

任的重要体现，对中央部门加强自我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

义。2019年1月，财政部印发《关于

做好2018年度中央部门项目支出绩

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中央

部门在总结近年来绩效自评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组织对本部门及所属预算

单位的所有批复项目、执行调整新增

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并且，近两年财

政部会同审计署建立绩效自评结果抽

查机制，每年组织对部分项目绩效自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48

评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复核，

全国人大预工委每年也选取部分中央

部门专门听取预算评价有关情况的汇

报，大大提升了绩效自评的客观性和

严肃性。

“中央部门对绩效自评工作越来

越重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较好

地完成了此项工作，基本实现了一级

项目和二级项目绩效自评全覆盖，成

效较为明显。”上述负责人介绍道。绩

效自评质量逐步提高。大多数部门能

正视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客观评

价项目完成效果，严格把控绩效自

评得分。为提高绩效自评结果的真实

性、可靠性、客观性，一些中央部门

在部分重点项目自评中，引入专家、

第三方机构参与数据的汇总和规范性

审核。从今年的绩效自评结果来看，

各部门项目绩效自评得分分差明显扩

大，分值分布更显合理。绩效自评公

开范围不断扩大。近年来，财政部大

力推动绩效自评信息公开，逐年扩大

重点项目和政策绩效自评结果向社

会公开范围，使社会公众更加清楚地

知道政府预算资金都干了什么事，取

得了什么效果。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

评表的数量增长到265个，比上年增

长46%。不仅提升了政府部门的公信

力，而且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

资金使用绩效。绩效自评作用持续发

挥。通过项目绩效自评，各部门和预

算单位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完成效

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对未完成绩效目

标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发现了项

目管理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形成项

目执行情况的“成绩单”和“体检表”。

大部分中央部门向记者表示，项目绩

效自评对各单位领导和财务部门了解

项目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发挥了

重要作用，是加强资金管理的有力“抓

手”，也为人大、审计和社会监督提供

了基础。

不断加强重点评价。从2016年开

始，财政部每年初选择党中央和国务

院重视、社会关注度高、资金规模大、

持续时间长的政策和项目，以财政部

为主体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评价范围

逐年扩大。2018年财政部选择35项重

点项目和政策，为了保证客观性、公

正性和专业性，由预算评审中心和各

地监管局组织实施绩效评价，评价结

果已经逐步应用于预算安排、完善政

策和改进管理。今年，财政部选择20

个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随同2018

年中央决算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主要包括农业技术试验示范与服

务支持、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

故宫博物院古建整体保护维修等，涵

盖农业农村、生态、科技、文化、信息

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救助等多

个领域。今年重点绩效评价公开范围

更广，力度更大，覆盖了一般公共预

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包括了中央本

级项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

单位整体支出，公开数量较去年也有

了大幅增长。与此同时，财政部持续

推动中央部门以部门为主体开展重点

项目绩效评价试点工作，扩大绩效评

价报告公开范围。据统计，越来越多

的中央部门采用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

评价，有效提高了绩效评价质量，保

证了绩效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从绩效自评以及重点评价结果

来看，部门预决算管理中仍存在一些

问题。如部分项目年初预算编制及绩

效目标设置不合理、部分项目执行监

控不力、部分项目产出效果不明显、

个别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客观性不足、

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比例较低、绩效自

评结果运用不足等。尤其是绩效自评

的客观性合理性应关注。”刘怡说。

“目前，中央部门正在针对绩效

评价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审计抽查中

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评价结果

作为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改进管理和

完善政策的重要依据。财政部也将会

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办法，推动预算

绩效评价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常态

化，压实中央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的

绩效主体责任，持续提升财政资源的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扎实推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财

政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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