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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开始，湖北省十堰市市本

级结合实际，把推进项目库改革列为

重点改革内容，抓住项目申报、项目

初审、项目评审、入库备选四个环节，

稳打稳扎，务实推进。2018年，按照

“开前门、堵后门、挤水分、增绩效”

的总体原则，市财政局委托八家中介

机构，对市直部门预算项目资金开展

评审，评审时间为期两个月，主要通

过上门核查取证、数据分析比对等方

式进行。评审项目768个，达到全覆

盖。与2017年项目预算批复数相比，

资金审减率达23.9%。但在开展项目

评审中也发现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高

度重视，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完善

和改进。

当前市本级项目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和改革路径

（一）存在主要问题。一是项目资

金结余量大，未能发挥使用效益。如

深化部门预算项目库改革的思考
徐扬

摘 要：近年来，经济增速呈现放缓态势，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日益

突出，预算管理中长期累积的问题更加凸显，诸如部门项目支出基数固化、财政资金使用碎片化、项目绩

效目标模糊等。部门预算项目库改革有助于解决预算资金安排紧张与财政存量资金闲置并存、部门资金需

求急与预算执行进度慢并存等财政管理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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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单位申报专项资金数百万元，经评

审核减为16.5万元。该单位2014—

2016年年均结余20万元左右，年度实

际支出约20万元，资金使用和社会效

益不明显。二是项目申报与实际执行

脱节。某单位2014—2016年连续申报

专项资金，但实际支出为“三公”经费

等内容。三是项目经费与公用经费重

复申报。某单位项目申报的支出内容

大多为办公费、公务接待费、培训费

等公用经费支出内容，经评审相应核

减。四是项目支出安排奖金项目。某

些单位违反专款专用的规定，用项目

经费发放奖金、用于支付公积金及其

他人员工资等。五是违规申报使用项

目资金。某单位申报的项目，不符合

国务院文件规定，属于越权行为，故

予以审减。其他如项目申报粗放，缺

乏政策依据和明细测算；项目经费长

期滞留账上，支出进度缓慢；有预算

不作为，想花钱凑预算等问题，在项

目库建设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二）改革总体目标。按照加快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深化财政预

算管理机制改革，努力构建以宏观政

策目标为导向、以规范的项目库管理

为基础、以预算评审和绩效管理为支

撑的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新模式。依托

项目库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引入第三

方中介评审机构，以预算项目为载体，

以绩效管理为主线，切实优化财政资

金配置效率，促进政府管理效能提升。

（三）具体实施路径。主要是做到

“四个挂钩”：一是项目库改革与预算

执行挂钩。二是项目库改革与盘活存

量资金挂钩。三是项目库改革与绩效

预算管理挂钩。四是项目库改革与规

范单位财务核算挂钩。通过改革，着

力推进项目预算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全面做实项目支出预算，提高财政供

给的精准性，建立政策导向明确、绩

效目标明晰、规划约束有力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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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方式，彻底扭转财政预算仅

以满足单位项目资金需求，重分配、

轻管理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力争项目

支出预算编得实、支得出、用得好。具

体来说：

1.建立项目库申报体系。将所有

项目按使用属性分为经常性项目和一

次性项目两大类，按项目用途细化分

为专项工作类、运行维护类、经济发

展类、公共服务类等七小类。项目库

申报主要分为项目基本信息表、项目

支出明细表、政府采购预算表、新增

资产配置预算表、项目预算申报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等六张报

表。分别从项目的立项依据、项目支

出内容、项目绩效目标等维度对项目

信息进行全方位考量。

2.引入第三方机构等评审力量。

项目评审是项目库建设中的重点环

节，分为入库标准初审与专项评审两

个环节。其中：入库标准初审环节主

要是由市财政对申报项目与部门职

责、业务发展规划等相关性进行把关

认定。通过后进入专项评审环节，该

环节首先是按照招投标程序，建立财

政评审中介机构库，再通过抽签、摇

号方式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按照统

一的政策口径对申报项目进行投资预

算和绩效目标两方面评审。

3.找准做实项目库的着力点。对

于经常性开展的项目，将项目评审与

预算执行管理和盘活存量资金有机结

合是全面做实项目库、挤掉项目预算

水分的两个重要着力点。中介机构采

取现场查账、翻阅会计凭证、调取国

库集中支付明细账等方式，对预算单

位近三年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

对基本支出挤占、挪用项目资金，项

目申报事项与实际使用完全脱节，项

目历年结余资金大，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不高等问题进行系统排查，为市直

各部门项目预算进行了科学的“体检”

和全面的“瘦身”。

4.建立健全配套制度建设。市直

部分预算单位公用经费与专项经费混

账核算问题比较突出，在进行项目经

费评审时无法将预算执行情况与年初

批复预算进行数据比对，使项目评审

工作缺乏基础性数据支撑。项目库改

革后，市本级制定了行政事业财务核

算规范性办法，明确要求各预算单位

项目支出进行专账核算，切实规范预

算单位项目管理，为以后年度项目预

算绩效管理奠定基础。

深化市本级项目库建设的思路和建议

根据以上的改革思路，结合项目

库建设现状，遵照积极稳妥推进的原

则，对加强当前市本级项目库改革提

出以下措施和建议：

（一）建立科学规范的预算管理

结构。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确定的

各部门职能、职责设置，梳理建立“部

门职责——工作活动——预算项目”

分层次的项目预算管理结构。实施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目录管理。

各部门要对近三年部门项目预算和执

行情况进行分析，“部门职责”按照政

府“三定”方案和事业发展战略规划

确定，各项“部门职责”范围不能交叉

重叠；“工作活动”应准确反映“部门

职责”的任务目标，一项“部门职责”

下可设立多项“工作活动”。“部门职

责——工作活动”目录是绩效预算管

理的基础结构和预算安排的重要依

据，应在中长时期内保持基本稳定，

一经确定无特别授权和重大政策调整

应保持稳定。

（二）逐步建立完善项目支出定额

标准体系。预算执行标准体系建设是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重要手段。

如何使财政资金这一稀缺资源发挥最

大的边际效益，是财政资金分配领域

的重要课题。根据财政部和省级财政

部门的统一部署，在对部门预算支出

按用途分类后，探索建立预算支出标

准体系框架，在此框架下按照“由易

到难”的原则分行业按部门制定细化

标准。这一改革举措将大大减少当前

预算安排过程中存在的博弈，进一步

提高财政项目资金的分配效率和使用

效益。

（三）创新绩效管理工作机制。目

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中，

工作机制不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工作需组织到位，各项工作才能

顺利开展，其中内部协作尤其重要。

内部协作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财政

内部的协作。财政部门各业务科室应

把工作重点由应对申请拨款调整到了

解项目情况、核定绩效上，把更多精

力投入到政策研究、规范管理、改革

创新上。二是单位内部的协作。各部

门单位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

要加强对本部门单位绩效评价工作的

组织领导。在预算单位内部形成分工

协作的工作机制，明确业务部门为单

位内部绩效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财

务部门负责绩效管理的组织实施和监

督。预算资金尤其是项目资金的绩效

目标体系与单位业务开展情况紧密衔

接，绩效评价工作才能落到实处。

 （四）健全财政绩效运行监控机

制。改革预算执行管理考核指标体

系。在原有考核预算支出进度指标体

系基础上，增加项目绩效指标执行体

系考核。首先将年度批复的项目绩效

指标嵌入政府预算管理信息系统中，

按季度对项目实施绩效指标完成进度

进行跟踪、分析，建立相应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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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项目实施情况与年初设定的预期

目标发生偏离时，应及时采取措施予

以纠正，如暂缓拨付或调整严重偏离

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资金等。

（五）转变绩效评价工作方式。目

前绩效目标审核和绩效评价工作主

要以财政委托第三方机构评审为主，

市级各部门主动参与意识、主体责任

意识不够。按照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

求，应构建部门自评价、财政重点再

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相结合的绩效评价

模式。市级各部门作为责任主体，负

责本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

审查核实、总体评价。各部门要在预

算项目、工作活动和部门职责三个层

面全部开展自评工作，并重点做好项

目绩效自评工作；各项目单位是项目

支出绩效的直接责任主体，要对所使

用的财政资金绩效情况进行自评，按

规范要求向主管部门提交绩效评价报

告。市财政局主要负责对重点领域的

重点预算项目进行再评价，并以预算

部门工作活动层面绩效评价结果为基

础，梳理总结部门整体绩效情况。对

部分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项目和重大

财政支出政策由市财政局组织开展第

三方评价，增强绩效评价社会监督力

度和评价结果公信力。

（六）建立预算管理人员素质提升

机制。一是建立能力提升机制。不断

加强预算单位财务人员财政业务理论

和职业技能培训和学习，以适应财政

山东蒙阴财政管理工作获国务院“点赞”
徐鹏

地方实践

山东省蒙阴县地处沂蒙山区腹

地，是人口仅有50多万、财政收入

刚过10亿元的山区小县。老区、山

区、库区、道路难行、生活贫困……

曾一度是这个县不愿提及的标签。如

今，这里是山东省唯一、全国第二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山青水秀、瓜果飘香，百姓生

活殷实、生产便利，各项事业发展蒸

蒸日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

一个经济总量和财政规模都处于省

市末位的“穷县”，是如何华丽转身，

实现小财政保障大民生、服务大发展

的？蒙阴财政以扎实有效的管理给

出了自己的答卷，并于近期获国务院

督查激励。

严把“四关”，依法理财创经验

麻雀小，五脏全。艰巨繁重的保

障任务、收小支大的财力现状，倒逼

蒙阴财政管理工作提效升级。近年

来，围绕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力的现代财政制度，蒙阴财政

大刀阔斧抓改革、求创新，通过严把

“四个关口”，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理财经验。

一是严把预算管理“源头关”。近

年来，蒙阴财政坚持动真碰硬、打破

利益束缚，通过依法加强组织收入、

改革发展的各项要求。二是健全工作

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对预算单位和财

务人员的考核激励机制，建立考核指

标体系，评选财务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和优秀财务工作者，对财务管理工作

不规范单位或人员进行问责或约谈，

逐步建立制度规范、执行严格、运转

高效的预算管理工作新局面。三是增

强第三方中介机构业务素质。通过业

务培训，末位考核淘汰等办法大力提

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财政业务的评审

能力和水平。同时，结合评审工作专

业性要求，根据相关项目类型增加行

业专家参与评审工作。

（作者单位：湖北省十堰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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