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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六种意识  

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廖晓军财政部副部长

全面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我国财政发展的内在

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课题。古今中外关

于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和智慧为财政部门全面推进

这项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认清财政管理中的现实问题，

借鉴中外经验，强化六种意识，是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的有效途径。

一、学习借鉴中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经验

和智慧

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在我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理论和

实践经验。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法家的“依法治国”、儒

家的“人本主义”都体现了科学化管理的思想。“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细事不察，不得言大”、“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等论述无不反映了古人追求精细的精神。从实践

角度而言，周朝就有了“式法制财”，设“九赋”、“九式”之

制。九赋九式收支相对应、专赋专用，追求规范科学。春

秋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变法，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初

步建立起了以法治财、统一管理的制度体系，为最终统

一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商鞅对国家赋税社会职能和作

用的认识十分深刻。他认为赋税不是用来搜括民财，而是

用来推行农战政策，实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宏伟目

标。他把赋税制度和推行郡县制度、爵配制度、武士制度

相结合，并建立自我检查、相互监督的机制。为了执行统

一的赋税制度，商鞅统一了度量衡，加强了数字化管理，

有效加强了国家控制财政的能力。自周朝到汉朝，我国的

预、决算会计制度也逐步形成和发展。特别是汉初以张

苍为计相，完善了各级向朝廷上报的计簿制度，各个郡都

专门设置上计官员，负责地方财政会计的统计工作。每年

年末“上计史”携带这些资料到京城汇报，皇帝根据这些

资料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另外，从宋朝开始延续到近

代的“鱼鳞图册”土地登记制度，测量百姓的土地后绘制

成图，是典型的精细化管理举措，为日后赋税打下了坚

实基础。
近现代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特别是西方国家出现

了“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复杂人”假设等各种管

理理论，到上个世纪，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理论已经登峰

造极。从财政管理的实践来看，西方国家在科学化精细

化管理方面确实是走在前列。王绍光教授在《 美国进步时

代的启示》一书中讲到，建立政府公共财政制度对于规范

国家财政管理的重要作用。十九世纪末，美国财政税收

管理杂乱而低效，财政拨款粗放，政府对某一部门的拨

款也只有一个总数，预算名不副实，不过是一堆报账的单

子，民众和议会无从监督，各方矛盾非常尖锐。1908年，

纽约州率先改革，详细分列所有项目开支，每项开支都做

出详尽说明。1919年，这一做法在全美推行。足见公共

财政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的重大意义。

二、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我国财政发展

的内在要求

从新时期我国财政发展来看，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是其内在要求。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 1 万多亿元，到

2008年达到 6万多亿元，其间只用了 9年时间。这一方

面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节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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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较大。每节约一个百分点，就是 600多亿元，而且还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通过精细化管理，节约的

潜力将更大。我国财政发展要求必须走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的道路，否则，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就难以落到实处。
近年来，我们在改进财政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

是预算约束力有待增强。比如招待费等开支有一定的

随意性。在这方面许多国家有严格的开支标准，预算约

束十分强硬。如 1995 年发生在美国的“关门事件”就是

典型。因为参众两院不批准预算，美国白宫无法支付电

费等费用，不能正常运转，不得不关门 7天。二是支出

结构尚须优化。由于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过渡阶段，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支出结构不尽合

理，主要是行政管理等一般性支出所占比重较高。三

是预算体系不够完整。预算体系不健全，尚未形成由公

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社

会保障预算组成并有机衔接的预算体系；预算职能不

全，财政和预算分配的权力比较分散。四是预算编制较

粗。完善的支出标准体系尚未建立，一些部门代编预算

较大。五是绩效意识比较淡漠，问效机制不健全。六是

监管仍需强化。七是基础工作比较薄弱。没有充分调动

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基础性的标准数据体系建设滞后。

八是透明度不够。应继续向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

例外的目标迈进。九是手段有待改进，如信息化手段还

难以适应当前财政管理需要。十是深入细致务实的工

作作风有待加强。

三、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应强化六种

意识

一是依法理财意识。从人治到法治，从自律到法律，

是必然趋势。二是以人为本意识。“人”是财政管理的主

体，是财政管理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要从上到

下调动“财政人”的积极性来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三

是大财政意识。只要是财政资金，财政部门就有权力和

义务进行管理、监督和规范，使资金得到有效使用。四是

分管并重意识。要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管理的

错误做法，树立管理与分配并重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

应多在管理上下功夫。五是精益求精意识。不能轻视技

术问题，当这些问题与政策相关联时，就是关系政策成

败的大问题。六是开拓创新意识。财政干部应谨记邓小

平同志的教诲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

神，没有一股气啊、劲啊，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

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图片新闻

二十国集团可持续增长和发展融资

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7月3日—4 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杭州主持召

开了由中国、南非、英国三国财政部共同主办的二十

国集团（G 20）可持续增长和发展融资研 讨会。来自

G 20各成员国财政和央行的高级官员，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国际组织代表以 及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共 80 余人参加了研 讨会。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政策导航
	强化六种意识  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